
七年级下册历史期末试卷及答案 B卷部编版

第 I卷（选择题）

一、 选择题 （本题共计 25 小题  ，每题 2 分 ，共计 50分 ， ） 

1.（2020-2021·安徽·期末试卷）  历史上曾有人这样评价隋文帝：“有雄才大略、过人

之聪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出于后世者。尤以‘混南北为一区’的历史功绩为最。”隋文

帝“混南北为一区”是在（        ） 

A.581年 B.589年 C.605年 D.618年

【答案】B

【解析】

581 年，北周外戚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年号开皇，杨坚就是隋文帝。589 年，隋朝灭

掉了南方的陈朝，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继秦汉之后中国又一次实

现了统一。故隋文帝“混南北为一区”是在 589年。故选 B。

2.（2020-2021·湖北·期末试卷）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诗歌中的“开

元全盛日”指的是（        ） 

A.唐高宗统治初期 B.唐太宗统治时期

C.武则天统治时期 D.唐玄宗统治初期

【答案】D

【解析】

唐玄宗统治前期由于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仓库充实，人口明显增加，唐朝进入全盛时

期，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

故选 D。

3.（2020-2021·四川·期末试卷） （3分） 唐太宗任命富于谋略的房玄齡和善断大事的杜

如晦做宰相，还重用敢于直言的魏征。这些现象表明（        ） 

A.唐太宗比较重视发展生产

B.唐太宗比较注重整顿吏治

C.唐太宗比较注重任用贤才和纳谏

D.唐太宗比较注意减轻人民负担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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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题干，唐太宗任命富于谋略的房玄齡和善断大事的杜如晦做宰相，还重用敢于直言

的魏征。说明唐太宗善于任用贤才和虚心纳谏。

故选 C。 

4.（2021·江苏·期末试卷）  小明对如图所示的工程和农具进行了研究。以下认识和思考

正确的是（    ）

 

A.都江堰在秦朝时修建，筒车是唐朝时发明

B.都江堰是防洪灌溉工程，筒车是耕种工具

C.它们反映了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

D.它们都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答案】D

【解析】

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在岷江中游修筑的都江堰，是闻名世界的防洪灌溉工程。唐朝

农民创制的筒车是灌溉工具，利用水流自行灌溉。都江堰和筒车都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故 D正确。

ABC不符合题意，排除。故选 D。

5.（2020-2021·江西·期末试卷）  李庆新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写到：“唐朝与海外发

生官方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 70 余个”。唐朝中外交往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局面，出现这一局

面的根本原因是唐朝（ ） 

A.国家统一，社会安定 B.对外水陆交通发达

C.对外开放，兼容并包 D.经济文化世界领先

【答案】A

【解析】

根据题干分析，“唐朝与海外发生官方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 70 余个”，这说明唐朝时期中

外交往高度发达，这一时期出现外交盛况的根本原因是唐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由此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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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唐朝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是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A符

合题意。B 唐朝对外交通发达、C 对外开放，兼容并包，是唐朝对外关系发达的推动因素，

不是根本原因。D经济文化世界领先，是表现，不是根本原因。

6.（2020-2021·广东·期末试卷）  自秦朝以来，我国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但我国历

史上因政策的失误导致中央力量削弱，地方势力膨胀的事例也不胜枚举，下列选项中，你认

为最能体现这一现象的事件是（        ） 

A.秦末农民起义 B.隋炀帝被部将杀死

C.金灭辽和北宋 D.安史之乱

【答案】D

【解析】

自秦朝以来，我国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但我国历史上因政策的失误导致中央力量削弱，

地方势力膨胀的事例也不胜枚举，最能体现这一现象的事件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持续八年

之久，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是北方地区遭到浩劫。唐朝的国势由盛转衰，各种

矛盾越来越尖锐。唐朝的中央权力衰微，安史旧将和内地节度使权势加大，逐渐形成藩镇割

据的局面。

故选 D。

7.（2020-2021·重庆·期末试卷）  有位历史老师是个对联迷，他写了许多有关中国历史

上著名的帝王对联，下列哪一对联是描写宋太祖的（        ） 

A.开明君主吸隋训，贞观之治创唐荣

B.武周政治得发展，无字之碑任后评

C.调整政策呈开元，沉淫酒色误王国

D.陈桥兵变成君主，限制武功向文治

【答案】D

【解析】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北宋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

赵匡胤又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了朝中大将的兵权。D符合题意。

故选 D。

8.（2020-2021·广东·期末试卷）  图示法是我们学习历史的一种方法。下面是辽、西夏

与北宋并立局面示意图，其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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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答案】B

【解析】

依据已学知识可知，辽，又称契丹国，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人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在北宋

的东北；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大夏国皇帝，都城在兴庆。西夏在北宋的西北。

故选 B。

9.（2020-2021·湖北·期末试卷）  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是在

（        ） 

A.唐朝末年 B.北宋中期 C.五代时期 D.南宋时期

【答案】D

【解析】

根据所学可知，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最终完成。那时政府的财政收入，

主要来自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

故选 D。

10.（2021·四川·期末试卷）  宋朝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辉煌时代，在北宋时期兴起，

后来发展成为瓷都的是 

A.定窑 B.景德镇 C.哥窑 D.汝窑

【答案】B

【解析】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在北宋时期兴起，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瓷都的城市是景德镇，景德镇是

“瓷器之国”的代表和象征，制瓷历史悠久，瓷器精美绝伦，闻名全世界，固有“瓷都”之

称。B符合题意；ACD项都是中国五大名窑之一，但与“瓷都”称号不符，排除。故选择 B。

11.（2021·福建·期末试卷）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所说的“一代天骄，成吉思

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成吉思汗的主要功绩是（        ） 

A.统一全国 B.建立元朝

C.统一蒙古，建立蒙古政权 D.灭亡南宋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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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学可知：1206 年，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内部自相残杀的局面，统一蒙古，建立蒙古

政权，故 C符合题意。统一全国、定国号为元朝、灭亡南宋均是忽必烈，故 ABD项均不符合

题意。

故选 C。

12.（2020-2021·山东·期末试卷）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乾隆

时期设置的管辖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广大地区的是（ ） 

A.伊犁将军 B.西域都护

C.驻藏大臣 D.乌里雅苏台将军

【答案】A

【解析】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乾隆帝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设置了伊犁将军，管辖包括巴尔喀什湖在

内的整个新疆地区，驻军设哨，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管辖，故 A符合题意。西域都护的设立

是在西汉，故 B 不符合题意 1727 年清朝开始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监督西藏地方政务，C

项不合题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是清代外蒙古、唐努乌梁海与科布多地方的八旗最高军政长官，

故 D不符合题意。故选 A。 

13.（2020-2021·河北·期末试卷）  “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历史上中央王朝首次在

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机构是（ ） 

A.台湾府 B.宣政院 C.澎湖巡检司 D.台湾省

【答案】C

【解析】

元政府设立澎湖巡检司，管理台湾（琉球）和澎湖，这是历史上中央王朝首次在台湾地区正

式建立行政机构。

 14.（2020-2021·四川·期末试卷）  归纳法是历史学习中常用的方法，刘涵同学归纳宋

朝和清朝的对外贸易机构正确的是（ ） 

A.宋朝（广州十三行）﹣﹣清朝（市舶司）

B.宋朝（市舶司）﹣﹣清朝（广州十三行）

C.宋朝（勾栏）﹣﹣清朝（市舶司）

D.宋朝（瓦子）﹣﹣清朝（广州十三行）

【答案】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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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海外贸易超过了前代，广州、泉州是闻名世界的大商港，政府鼓励海外贸易，在广州、

杭州等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加以管理。清朝前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主要表现是严格限制

对外贸易，当时，清政府最初开放四处通商口岸，后来只开放广州一处为通商口岸，并由广

州十三行专门管理外贸事宜和外国商人。

15.（2021·广东·期末试卷）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灿烂辉煌，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英

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找任何一个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

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代。”以下能支持这一观点的史实是（        ）

①蔡伦改进造纸术

②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

③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

④火药开始应用于军事 

A.①③④ B.②③ C.②④ D.②③④

【答案】B

【解析】

据所学知识可知，①蔡伦改进造纸术是在东汉；②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是在北宋；③毕昇

发明活字印刷术是在北宋；④火药开始应用于军事是在唐朝末年。故题干选项中②③是能支

持“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找任何一个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

宋代。”这一观点的史实。

故选 B。

16.（2020-2021·江西·期末试卷）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为了解决君相之争，寻借口将

丞相胡惟庸诛杀，在随后的十年里。大肆捕杀其党羽，株连杀戳 3万余人，并对我国政治制

度进行了重大改组。其采取的措施是（ ）

①废除丞相制度和中书省，设六部分理朝政

②地方上取消行中书省，设“三司”

③将军队调动和武官任命的权力统归五军都督府

④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和东厂

⑤分封诸子为王，驻守各地，监控地方 

A.①②④ B.①②③⑤ C.①②⑤ D.①②③④⑤

【答案】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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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明初朱元璋为解决君相之争，对丞相胡惟庸抄家灭族，并对行政制度作了重大

改组。“重大改组”采取的措施是①废除宰相制度和中书省，设六部分理朝政。②地方上取

消行中书省，设“三司”。③将军队调动和武官任命的权力统归五军都督府。⑤分封诸子为

王，驻守各地，监控地方。④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和东厂，④不符合题意。

17.（2020-2021·广东·期末试卷）  戚继光针对倭寇的作战特点和江南的地理情况，创造

了“鸳鸯阵”，以 12 人为一作战小组，长短兵器结合，协同作战，攻防两便，战斗力大为

增强。由此可见，明朝能够取得抗倭斗争胜利的原因之一是（        ） 

A.部队纪律严明 B.百姓大力支援 C.将领善于创新 D.后勤补给充足

【答案】C

【解析】

据材料“戚继光针对倭寇的作战特点和江南的地理情况，创造了鸳鸯阵”可知，明朝能够取

得抗倭斗争胜利的原因之一是戚继光不断创新。明朝中期以后，海防松弛，倭患严重，明政

府派遣戚继光等抗倭。戚继光组建了一支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的“戚家军”，并且将领善于

创新，1561 年在台州地区九战九捷，迅速荡平浙江境内的倭寇；此后又率军开赴福建和广

东，到 1565年，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肃清。

故选 C。

18.（2021·湖南·期末试卷）  爱国诗人闻一多曾在《七子之歌·澳门》中写道：“你可

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

管我内心的灵魂。那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母

亲！我要回来，母亲！”歌词中的“他们”是指（ ） 

A.荷兰 B.英国 C.西班牙 D.葡萄牙

【答案】D

【解析】

结合所学内容可知，葡萄牙自 16世纪中期一步步窃据了我国的澳门地区，因此歌词中的“他

们”指的是葡萄牙，故选 D；荷兰占领的是我国的台湾，后被郑成功驱逐，排除 A；英国割

占的是香港地区，排除 B；西班牙没有割占国我国领土，排除 C。故选 D.

19.（2020-2021·湖北·期末试卷）  “北京王麻子剪刀”是享誉海内外几百年的中华老字

号，北京王麻子剪刀的生产技术，曾在“中国 17 世纪工艺（科技）百科全书”中被详细介

绍。该书是（        ） 

A.《史记》 B.《齐民要术》 C.《天工开物》 D.《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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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天工开物》被称为“中国 17 世纪的工艺（科技）百科全书”，故 C

项正确。

《史记》《资治通鉴》均属于通史，故 A、D项错误。《齐民要术》是魏晋时期的农书，故

B项错误。

故选 C。

20.（2020-2021·安徽·期末试卷）  “孽子孤臣一雅儒，填膺大义抗强胡。圣功岂在尊明

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张学良先生的这首诗称赞的是（ ） 

A.戚继光 B.林则徐 C.郑成功 D.郑和

【答案】C

【解析】

“圣功岂在尊明朔”指维护明王朝的统治，“确保台湾入版图”指确保台湾回归祖国怀抱，

判断这个历史人物是郑成功，郑成功率领舰队打败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

21.（2021·湖南·期末试卷）  1771年，战胜重重困难返回新疆，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

发展谱写了光辉篇章的事件是（        ） 

A.平定噶尔丹叛乱 B.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C.左宗棠收复新疆 D.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

【答案】D

【解析】

明朝末年，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游牧，后因不堪忍受沙俄压迫，在其杰出

首领渥巴锡领导下，万里东归，返回新疆，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D符合题意，ABC不符合题意。

故选 D。

22.（2020-2021·重庆·期末试卷）  山西人擅长经商。有人说，凡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

西商人的足迹，晋商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远到外蒙、俄国和日本。对此叙

述理解正确的是（        ） 

A.晋商形成于明清时期

B.晋商资本雄厚，经营的物品齐全

C.晋商经商范围广泛，远至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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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晋商精神”是开拓创业、讲究诚信

【答案】C

【解析】

题干中的关键信息是“晋商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远到外蒙、俄国和日

本”，由此可见晋商经商范围广泛，远至海外，其他选项 ABD均与题干材料无关。

故选 C。

23.（2020-2021·河北·月考试卷）  我国古代设立和废除丞相（宰相）制度的朝代分别是 

A.秦朝和唐朝 B.西汉和唐朝 C.秦朝和明朝 D.西汉和明朝

【答案】C

【解析】

依据所学可知，奏始皇创立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最高统治者称皇帝，总揽全国一

切军政大权；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明太祖废除了丞相，

把中央的行政权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故 C符合题意；ABD表述错误，不合题

意。故此题选 C.

24.（2021-2022·广东·月考试卷）  清朝大臣胡中藻一诗当中写道：“一把心肠论浊

清。”乾隆帝看后说：“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最后，胡中藻被处

死，还祸及师友。上述材料描述的是（        ） 

A.焚书坑儒的暴行 B.“八股取士”的危害

C.文字狱的残酷 D.科举考试的变化

【答案】C

【解析】

清朝大臣胡中藻一诗当中写道：“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后说：“加‘浊’字于国号

‘清’字之上，是何肺腑”最后，胡中藻被处死，还祸及师友。上述材料描述的是文字狱的

残酷 

25.（2021·黑龙江·中考复习）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徽班进京对京剧的形成起了关键性

作用，徽班进京的事件发生在（        ） 

A.唐朝贞观年间 B.明朝洪武年间 C.清朝康熙年间 D.清朝乾隆年间

【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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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清代乾隆年间，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

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又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

表演方法，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在道光年间，最终形成京剧。

故 D符合题意；ABC与题干信息“徽班进京”不符。

故选 D。

 二、 材料分析题 （本题共计 4 小题  ，共计 50分 ， ） 

26.（2020-2021·湖北·期末试卷）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宋代则把财富

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在地方上，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均摘编自吴泰《中国历史大讲堂宋朝史话》

材料二：元朝建立后，对西藏地区行使行政管理权，将这一地区划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区……

实行有效管理。

材料三：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明初统治者进行一系列改革，

大大强化了皇权。……清朝统一

全国后，加强君主专制，并对西藏、新疆、台湾及附属岛屿、南海诸岛等进行有效的管辖。﹣﹣

《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

材料四：设立军机处，由皇帝选调亲信组成，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军国大事完全凭皇帝

裁决。

﹣﹣《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  

（1）据材料一列举宋太祖实行“军权集中、财权集中”的措施各一例。

 

（2）据材料二指出元朝为管理西藏地区的事务设置了哪一机构？元朝对西藏地区的有效管

辖有什么重要意义？

 

（3）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三中明初统治者在地方上采取的“大大强化了皇权”的措施。

 

（4）材料四中军机处这一机构的设立标志着什么？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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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控制对军队的调动，经常调换军队将领等；取消节度使收税的

权力，在地方设置转运使，把地方财赋收归中央。

（2）机构：宣政院；意义：西藏正式成为中央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机构。

（3）废除行中书省，设立直属中央的三司，分管民政、刑狱和军政。为了加强同海外各国

的联系，设立台湾府。

（4）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

【解析】

（1）据材料一“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宋代

则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在地方上，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

办法”可知，宋太祖实行“军权集中、财权集中”的措施为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控制对军

队的调动，经常调换军队将领等；取消节度使收税的权力，在地方设置转运使，把地方财赋

收归中央。

（2）据材料二“元朝建立后，对西藏地区行使行政管理权，将这一地区划为一个单独的行

政区……实行有效管理”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元朝为管理西藏地区的事务设置了机构宣政院。

元朝在中央设宣政院，负责管辖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标志着西藏成为元朝的正式行政区。

（3）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材料三中明初统治者在地方上采取的“大大强化了皇权”的措施

有废除行中书省，设立直属中央的三司，分管民政、刑狱和军政。为了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

系，设立台湾府。

（4）根据材料“设立军机处，由皇帝选调亲信组成，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军国大事完

全凭皇帝裁决”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材料四中军机处这一机构的设立标志着君主专制进一步

强化。

 

27.（2021·山西·期末试卷） 某校七年级（1）班拟举办一场主题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

的专题展，现邀请你一起参与，完成下面问题。

任务一【探寻盛世之繁华】

材料一  长安是整个丝绸商贸之路的起点……到唐朝时，长安成为世人瞩目的国际名城，

全世界的人们都向往着这座神奇的城市，唐朝也从容地吸取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营养。

材料二  在宋代，海外贸易集中在南部沿海和长江下游的几个大城市……在宋代这些关税

成为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宋代中国人逐渐开始成为海外贸易中的主角。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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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以史为鉴展未来】

材料三  从对外关系上说，隋唐宋元都居于主动地位，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显然逆转了……

倭寇沿海骚扰，为南方各地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明清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已在兴起，而中国

的……专制者对于世界形势一无所知。  

（1）根据材料一，这一时期有两位高僧曾经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请写出他们

的主要事迹。

 

（2）材料二中“在宋代中国人逐渐成为海外贸易中的主角”，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最重要

的技术条件是什么？

 

（3）写出宋朝负责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名称和明朝初年对外友好交往的主要史实。

 

（4）是什么政策导致了材料三中清朝政府“对于世界形势一无所知”？

 

（5）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一贯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

同时提出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这成为践行多边主义的中国方案。综合以上材料，联系

明清时期对外关系逆转带来的巨大变化，写一篇 100字的小短文，题目自拟。

【答案】

（1）鉴真：东渡日本，弘扬唐朝文化；玄奘：西行天竺，求取佛经。

（2）指南针的发明。

（3）市舶司。郑和下西洋。

（4）闭关锁国政策。

（5）主题：开放则国家强盛，封闭保守则国家衰落。

论述：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闭关自守，不与外国往来；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

等方面的交流，只限定广州一地对外通商。这种盲目排斥外来东西，人为地将自己和外界隔

绝的政策，使中国错失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机会，中国逐渐落伍于世

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当今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任何一个国家经济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下去。世界经济日益

成为一个整体，只有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共建“一带一路”，弘扬和平友好、开放包容

的精神，才能是国家不断富强和发展。

总之，我们要坚持积极学习其他先进的科技和文化，不能盲目自大，自我封闭，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才能使国家不断繁荣强盛。

【解析】

（1）根据材料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唐朝时期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两位高

僧指的是鉴真和玄奘。鉴真东渡日本，弘扬唐朝文化，促进了唐朝和日本的文化交流；玄奘

西行至天竺（今天的印度）学习佛法，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2）依据所学知识可知，“在宋代中国人逐渐成为海外贸易中的主角”，导致这种情况出

现的最重要的技术条件是指南针的发明并应用于航海事业。

（3）依据所学知识可知，宋朝时期海外贸易蓬勃发展，为了加强海外贸易的管理，宋朝设

置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明朝初年对外友好交往的主要史实是郑和下西洋。

（4）依据所学知识回答。

（5）结合“一带一路”和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政策回答，言之有理即可。

 

28.（2021·湖北·期末试卷） 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为了实现和

巩固国家统一，都采取过积极有力的措施。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秦王朝开创的华夏民族大一统的国家伟业到了汉武帝时代，完成了从地理空间到精

神空间的整合与凝聚，……2000 多年来的中国历尽沧桑，也曾战乱分裂，但是不管危机多

么深重，由秦汉帝国开创的这一民族共同体总是能够重新走上统一、安定的大道，重现蓬勃

生机。

﹣﹣纪录片《中华文明》解说词  

（1）秦王朝为了在地理空间上整合，在地方上实行的什么制度？汉武帝时代完成了“精神

空间的整合与凝聚”的主要措施是什么？

 

（2）请用史实说明“2000多年来的中国也曾战乱分裂，但由秦汉帝国开创的这一民族共同

体总是能够重新走上统一、安定的大道”。

材料二 在清朝辽阔的疆土上，生活着汉、满、蒙、回、藏等五十多个民族。清朝在边疆地

区，分设机构，进行有效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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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

（3）清朝为了加强对台湾、西藏、新疆地区的管辖，分别设置了什么机构？这些机构的创

设有何重大义？

【答案】

（1）郡县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2）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长期的分裂与动荡，隋朝最终完成了国家统一。辽宋夏金民族

政权并立时代，各名族政权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战乱纷争的局面，

最终完成国家的统一。

（3）台湾府、驻藏大臣、伊犁将军。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边疆地区

的开发，使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解析】

（1）本题以郡县制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切入点，主要考查秦王朝在地方上实行的制度、

汉武帝时代完成了“精神空间的整合与凝聚”的主要措施。

（2）（2）本题以中国总是能够重新走上统一、安定的大道为切入点，主要考查能说明“2000

多年来的中国也曾战乱分裂，但由秦汉帝国开创的这一民族共同体总是能够重新走上统一、

安定的大道”的史实。

（3）（3）本题以台湾府、驻藏大臣、伊犁将军为切入点，主要考查清朝对台湾、西藏、新

疆地区的管辖而分别设置的机构及这些机构的创设的重大意义。些机构的创设，加强了各民

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使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29.（2020-2021·湖南·期中试卷）(15分)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科举制自产生之日起就确立了由政府出面招生，考生“皆怀牒（证件）自列于州县”

的自由报考原则，不论贵族和贫民皆可参加公开考试。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

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皆可为考试的内容。一切以程文（文章）定去留，

为草野寒酸之士开辟了登仕之途。

——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

材料二：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唐）皮日休《汴河怀古》

材料三：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唐）胡曾《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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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举制度诞生于哪个朝代？其诞生的标志是什么？

 

（2）根据材料一指出科举制度有哪些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指出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不

少于两点）。

 

（3）材料二中，“此河”指的是什么河？为什么说此河的修建“共禹论功不较多”？

 

（4）材料三中的作者对大运河的开凿持什么观点？其理由是什么？

【答案】

（1）朝代：隋朝。

标志：隋炀帝设进士科。

（2）特点：政府主导、自由报考、公开考试、平等竞争、考试内容丰富、择优录取。

作用：加强了皇帝在选官用人上的权力，扩大了官吏的选拔范围，使有才学的人能够由此参

政，同时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等。

（3）河：隋朝大运河。

原因：隋朝大运河到唐朝时南北交通运输仍然依赖大运河（或者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政

治、经济、文化交流。）

（4）观点：否定。

理由：大运河的开凿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解析】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可知，隋朝时期，科举制诞生。隋炀帝时，进士科的创立，标志着

科举制的正式确立。

（2）特点，根据材料“由政府出面招生”“自由报考原则”“不论贵族和贫民皆可参加公

开考试”“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

皆可为考试的内容”“一切以程文（文章）定去留”结合所学知识，可得出政府主导、自由

报考、公开考试、平等竞争、考试内容丰富、择优录取。作用，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从

加强了皇帝在选官用人上的权力，扩大了官吏的选拔范围，使有才学的人能够由此参政，同

时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等方面概括即可。



（3）根据材料“隋亡为此河”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指的是隋朝大运河。根据所学知识，隋

朝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4）根据材料“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可知，观点是否定。结合所学知识可

知，理由是大运河的开凿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第 I卷（选择题）

一、选择题

1.（2021·山东·期末试卷）  隋朝如同一颗流星划过中国历史的天空,短暂而耀眼。下列

属于隋朝时期创立的制度或修建的工程有（     ）

①科举制　②大运河　③三省六部制　④会通河

A．①②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 D．①③④

【答案】C

【解析】结合所学内容可知，隋朝时期隋炀帝开创进士科，设立了科举制，开凿了大运河。

隋朝时期形成了三省六部制，①②③符合题意，C项正确；会通河的开凿是在隋朝之前，④

不符合题意，排除 ABD项。故选 C项。

2.（2021-2022·湖南·期末试卷） 隋朝平陈的第二年十一月，旧陈的中心地带吴会地区就

发生过大规模的叛乱：“陈之故境，大抵皆反。”隋文帝经两年用兵才平定了江南的叛乱。可

知隋朝修建大运河的目的包括（       ）

A．加强南北经济交流 B．满足都城粮食需要

C．巩固对江南的统治 D．满足统治者的私欲

【答案】C

【解析】根据“隋文帝经两年用兵才平定了江南的叛乱。”可得出修建大运河，可以加强对

地方的联系与管理控制，以巩固统治，C项正确；ABD项都与运河的修建有关，但都与材料

主旨无关，排除 ABD项。故选 C项。

3.（2021·广东·期末试卷）  “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金榜名传四海知，

太平时合称男儿”这些诗句所反映的制度正式创立于（     ）

A．隋炀帝时期 B．唐太宗时期 C．武则天时期 D．唐玄宗时期

【答案】A

【解析】诗句“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金榜名传四海知，太平时合称男儿”

反映的制度是科举制，科举制创立于隋朝时期，隋炀帝正式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A项正确；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时期都是对科举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排除 BCD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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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A项。

4.（2021·广东·期末试卷） 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

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因此他（     ）

A．重视教育 B．倡导节俭 C．轻徭薄赋 D．虚心纳谏

【答案】D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结合所学知识，

这表明唐太宗善于纳谏。魏征以敢于直谏著称，他曾前后向唐太宗进谏二百多次，D项正确；

题干没有涉及重视教育、倡导节俭、轻徭薄赋的信息，排除 ABC项。故选 D项。

5.（2020-2021·四川·期末试卷） 《通典•食货上•历代盛衰户口》中记载：至开元十三年，

“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

肆待客，酒馔丰益……远适数千里，不持刀刃。“材料反映的盛世局面是（     ）

A．“文景之治” B．“光武中兴” C．“贞观之治” D．“开元盛世”

【答案】D

【解析】根据所学和材料“开元十三年，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

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益”可知，开元年间，经济发展，政

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就是“开元盛世”，D项正确；材料点出了开元十三年，不是汉

朝的“文景之治” “光武中兴”，也不是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排除 ABC三项。故选 D项。

6.（2021·山东·期末试卷）  “天下诸津，舟航所聚……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

昧旦永日。”材料反映了唐朝（       ）

A．繁荣的经济交流 B．开放的社会风气 C．融洽的民族关系 D．多彩的文学艺术

【答案】A

【解析】材料中大意是说唐朝时期大量船只汇聚，贸易往来频繁。A项正确；材料说明的是

贸易繁荣不是社会风气开放、民族融合以及文学艺术的丰富多彩，排除 B、C和 D项。故选 A

项。

7.（2021-2022·湖南·期末试卷） 潘老师为增强学生对唐朝中外交流历史的学习兴趣，和

地理、电脑老师合作，根据史实设计了一套名为《神游大唐》的 PRG（角色扮演）游戏。在

这款游戏中，同学们可选择的旅游路线有（     ）

①长安-西域-天竺        ②扬州 -东海-日本奈良

③日本-东海-苏州-长安④刘家港 -东南亚-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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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①是唐朝玄奘西游的路线，②是唐朝鉴真东渡的路线，③是日本遣唐使来唐朝的路

线。①②③符合题意，A项正确；④是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路线，排除 B、C和 D项。故选 A

项。

8.（2020-2021·四川·期末试卷）  “万国尽征成，烽火被冈密。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

丹。这是杜甫(712-770年)在《垂老别》中所描绘的社会惨状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     ）

A．隋的暴政 B．安史之乱 C．黄巢起义 D．唐朝灭亡

【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万国尽征成，烽火被冈密。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结合所学可知是

杜甫在《垂老别》中描绘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惨状，。755—763年安禄山和部将史思明发动

安史之乱，使唐朝从强盛变为衰落，B项正确；杜甫是唐朝人，排除 A项；黄巢起义是 9世

纪，当时杜甫已经去世，排除 C项；907年唐朝灭亡，排除 D项。故选 B项。

9.（2020-2021·湖北·期末试卷）  火药开始运用到军事领域是在

A．秦朝末年 B．唐朝末年 C．宋朝末年 D．元朝末年

【答案】B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得，火药发明于唐朝，唐朝末年，火药开始运用到军事领域，B项

正确；秦朝在唐朝之前，时间不正确，排除 A项；宋元时期，火药广泛运用到军事领域，排

除 CD项。故选 B项。

10.（2021·河南·期末试卷）  流寓湖南的文学家及其描写湖南的作品在古代湖南文学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代有一位大诗人，在湖南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两年。他居无定所，来

往于今岳阳、长沙、衡阳、来阳之间，写诗近百首。他的诗风淳朴厚重，反映了历史的真情

实况，故有“诗史”之称。他是

A．王维 B．李白 C．杜甫 D．白居易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信息，“他的诗风淳朴厚重，反映了历史的真情实况，故有“诗史”之称”

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是杜甫。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他的诗深刻反映了那个动

荡的历史时代，真挚地表现了他关心国家盛衰和民生疾苦的心情，人们称之为“诗史”，C

项正确；王维是唐朝山水田园派的著名诗人、代表人物被后人尊为“诗佛”，其诗文、画作

被评价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排除 A项； 李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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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仙，排除 B项；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

之称。”，排除 D项。故选 C项。

11.（2021·广东·期末试卷）如图漫画描绘的场景发生于北宋初年，图中主人公此举的目

的是

A．改善君臣关系 B．加强中央集权

C．促进民族交融 D．完善福利制度

【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赵匡胤：‘喝了这杯酒你们就退休吧。工资照发，待遇不变’”可知，这

反映的是杯酒释兵权。北宋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了

朝中大将的兵权，B项正确；目的不是为了改善君臣关系，目的是为了剥夺君主的权力，排

除 A项；跟促进民族交融没有关系，排除 C项；跟完善福利制度没有关系，排除 D项。故选

B项。 

12.（2020-2021·广东·期末试卷） 宋辽和议中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

10万两、绢 20万匹，同时在边境设立榷场，所得利益远超“岁币”之支出，王安石甚至称

“澶渊之盟”为“欢盟”。由此可见，当时

A．实力均衡下妥协是最佳选择 B．北宋无法打败辽军

C．北宋政治家比辽国更有远见 D．辽国实力远超北宋

【答案】A

【解析】根据所学可知，当时辽宋势均力敌，和则两赢，斗则俱伤，“澶渊之盟”是当时实

力均衡下妥协是最佳选择，A项正确；当时，宋打败了辽，“澶渊之盟”是双方政治家共识

的结果，双方势均力敌，排除 BCD三项。故选 A项。

13.（2021·福建·期末试卷）  岳飞《满江红》中有词曰：“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

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词中的“胡虏”最有可能是指（       ）

A．契丹 B．女真 C．党项 D．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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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依据所学知识可知，南宋初年，金军几次大举南下，南宋军民奋起抵抗，岳飞等抗

金将领率军北伐，从金军手中收复许多失地，岳飞统率的‘岳家军”在郾城大败金军主力，

并乘胜追击，迫使金军后撤，在有望收复中原之时，宋高宗和权臣秦桧害怕抗金力量壮大，

危及他们的统治，便向金求和，下令岳飞班师，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B项正

确；ACD选项与题意不符，排除。故选 B项。

14.（2020-2021·江西·期末试卷）  唐代天宝年间统计的全国户数，秦岭、淮河以南地区

的户数占 45.5%，以北占到 54.5%；《太平寰宇记》所载北宋初期全国户数，秦岭、淮河以南

地区的户数已占 59.1%，以北则为 40.9%。与唐代天宝年间相比，北宋初期秦岭、淮河以南

地区的户数增长幅度较大，这一变化可以推断（       ）

A．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完成 B．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高潮出现

C．北宋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 D．北民南迁进一步促进了南方发展

【答案】D

【解析】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唐代天宝末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北方大量民众被迫南

迁，进一步促进了南方发展，到北宋时期南方的人口超过了北方，D项正确；南宋时期，经

济重心南移完成、西晋末年出现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高潮、北宋只是局部统一，排除

ABC项。故选 D项。

15.（2020-2021·山东·期末试卷） 景德镇素有“瓷都”之称，产品以“白如玉，明如镜，

薄如纸，声如磬”的独特风格蜚声海内外。景德镇兴起于

A．隋朝 B．北宋 C．唐朝 D．南宋

【答案】B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宋代是中国瓷器史上的辉煌时代。南宋时，江南地区已成为我

国制瓷业重心。北宋兴起的景德镇，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瓷都”，在明代成为全国的

制瓷中心。B项正确；隋朝、唐朝、南宋都不是景德镇兴起的朝代，排除 ACD项。故选 B项。

16.（2021·广东·期末试卷）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历史上，中央政府首

次在台湾地区建立行政机构的标志是

A．秦朝设置南海 B．西汉设置西域都护 C．元朝设置澎湖巡检司 D．清朝设置台湾

府

【答案】C

【解析】元朝设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球即台湾，这是台湾首次纳入中央王朝管辖，C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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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秦朝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任嚣任南海郡守，统辖番禺、四会、龙川、博罗

4县，郡所设在番禺（今广州），排除 A项；西汉设置西域都护管辖西域即现在的新疆地区，

排除 B项；D项不符合材料“首次”的限定，排除 D项。故选 C项。

17.（2021·广东·期末试卷）有利于元朝多民族国家发展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制

度是（       ）

A．三省六部制 B．郡县制 C．行省制度 D．分封制

【答案】C

【解析】根据所学可知有利于元朝多民族国家发展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制度是行省

制度，C项正确；三省六部制是隋唐时期，郡县制是秦朝，分封制是西周，均不符题意，排

除 ABD项。故选 C项。

18.（2020-2021·四川·期末试卷） 17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培根在他的著作《新工具》

中写道“人类的世界因为这三种发明而为之改观，首先在学术上，其次在战争中，最后是在

航行方面，而因此又引起了不计其数的变化”。在航行方面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的是

A．火药 B．指南针 C．印刷术 D．造纸术

【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航行方面”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指南针是用于航行，B项正确；火药

用于军事，排除 A项；印刷术利于文化的传播，排除 C项；造纸术用于书写，排除 D项。故

选 B项。

19.（2020-2021·河北·期末试卷）  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

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

治通鉴》……”下列史实不能在《资治通鉴》中查阅的是（     ）

A．千古一帝秦始皇 B．一代明君唐太宗

C．黄巢起义 D．陈桥驿兵变

【答案】D

【解析】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非常明确:“鉴前世之兴

衰,考当今之得失。”，即是总结历史经验，面对社会现实，使当朝执政者能够借鉴历史，解

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使北宋封建统治能够长期巩固下去。而陈桥驿兵变是赵匡胤

夺权方式，这是为当权者所诟病的，D项正确；《资治通鉴》叙述的是自战国至五代一千三

百多年的历史，排除 A项；唐朝是战国至五代期间的历史王朝，排除 B项；黄巢起义是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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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年的农民起义，排除 C项。故选 D项。

20.（2020-2021·四川·期末试卷）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曾经评价“这是明代

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情。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年三四百年间，……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断丧

人才的。”材料中“最坏的一件事”是指（       ）

A．闭关锁国 B．废除丞相 C．设锦衣卫 D．八股取士

【答案】D

【解析】依据材料“是中国历史上最断丧人才的”可知评价的是明朝的八股取士制度，因为

该制度下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局限于“四书五经”，应试文体必须分为八个部分，不允许考

生发挥自己的见解，不讲求实际学问，从而成为统治者思想文化专制的工具，结果禁锢了人

们的思想，不利于培养实用人才，所以说它”是明代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D项正确；闭

关锁国严格限制中外贸易和交往，废除丞相有利于政治上皇权加强，设锦衣卫是通过特务机

构监视官民，但是都与题干中“最断丧人才”不符，排除 ABC项。故选 D项。

21.（2021·广东·期末试卷）  元末明初，日本的一些武士和奸商，组成海盗集团入侵我

国东南沿海地区，被时人称为“倭寇”。明朝中后期，为扫清东南沿海的“倭患”，明朝军民

英勇作战，在抗倭斗争中战功卓著，被称为伟大的民族英雄的爱国将领是

A．郑成功 B．戚继光 C．左宗棠 D．邓世昌

【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元末明初，日本的一些武士和奸商，组成海盗集团入侵我国东南沿海地

区”、“倭患”、“明朝中后期，为扫清东南沿海的“倭患”，明朝军民英勇作战，在抗倭斗争

中战功卓著”及所学知识可得，伟大的民族英雄的爱国将领是戚继光，B项正确；郑成功收

复台湾，不符合题意，排除 A项；左宗棠收复新疆，与倭寇”无关，排除 C项；邓世昌参与

甲午中日战争，与倭寇”无关，排除 D项。故选 B项。

22.（2021·安徽·期末试卷） 1925年闻一多先生挥笔写下组诗《七子之歌》，诗人将当年

被列强侵占的七块土地比作离开母亲怀抱的七个儿女。其中七子之一的澳门在 16世纪被哪

个国家攫取了居住权（     ）

A．英国 B．法国 C．葡萄牙 D．西班牙

【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及所学可知，明朝中期，一些欧洲殖民者，相继到我国沿海地区进行侵略

活动。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攫取我国澳门的居住权，C项正确；英国、法国、西班牙，均

不符合史实，排除 A、B、D项。故选 C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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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21·江西·期末试卷）  某学者论及古代某制度时指出，（它）“以皇帝个人之力独

揽国家一切繁杂军政事务，达到了机构精简、迅捷高效、机密严谨、运转和谐这历史上前所

未有的境界”。该制度是（       ）

A．丞相制度 B．三省六部制 C．刺史制度 D．军机处

【答案】D

【解析】根据“以皇帝个人之力独揽国家一切繁杂军政事务，达到了机构精简、迅捷高效、

机密严谨、运转和谐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境界”可得出是清代的军机处，其特点是精、简、

速、密，使君主专制达到顶峰，D项正确；ABC项的内容都没有使君主专制达到顶峰，排除

ABC项。故选 D项。

24.（2021·广东·期末试卷） 康熙帝不仅是“康乾盛世”的开拓者，更是统一多民族国家

的捍卫者。通过平定地方叛乱和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实现

了对全国的统治。我国辽阔的疆域版图在清朝前期基本奠定。下列属于康熙帝维护国家统一

的史实有

①设置台湾府       ②平定噶尔丹叛乱             ③雅克萨战

役             ④设置驻藏大臣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②③ D．③④

【答案】A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康熙帝设置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①符合题意；康熙帝平定

噶尔丹叛乱，进行雅克萨战役均是康熙帝维护国家统一的史实，②③符合题意；设置驻藏大

臣的是雍正，④不符合题意。所以 A项正确，排除 BCD项。故选 A项。

25.（2020-2021·河北·期末试卷）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

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这是张学良为赞颂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而创作,这位民族英雄是

A．戚继光 B．郑和 C．郑成功 D．康熙帝

【答案】C

【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662年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郑成功是中华民

族的民族英雄。C项正确；戚继光抗击倭寇，排除 A项；郑和的船队七次下西洋，到达亚非

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一带，排除 B项；康熙帝，清朝第四位皇帝，与

题干内容不符，排除 D项。故选 C项。

26.（2021·北京·期末试卷） 归納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是学习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下列

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及其特征的描述，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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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秦汉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 B．隋唐时期——民族政权并立

C．宋元时期——繁荣与开放的社会 D．明清时期——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

展

【答案】D

【解析】根据所学，明清是中国古代最后两个王朝。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的清朝已进入近代，

本单元所说清朝仅指清前期和中期。在明清两朝，专制集权空前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更趋

稳固， 现代中国的版图也已逐渐定型，经济、文化、对外关系都有新的发展，D项正确；经

济重心南移是宋代，排除 A项；民族政权并立是宋辽西夏，排除 B项；C项是隋唐时期，排

除 C项。故选 D项。

27.（2021·江苏·期末试卷）  有学者对中国古代某一宏伟工程有如下描述：作为一项军

事防御工程，蜿蜒于高山、深谷、平原、戈壁中，总长万余里，把奇伟的自然美与建筑美融

为一体，是真正的“大地艺术”。据此推断该工程为（       ）

A．大运河 B．赵州桥 C．北京城 D．明长城

【答案】D

【解析】明长城是明朝北部地区的军事防御工程，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蜿蜒于高山、

深谷、平原、戈壁中，总长万余里，故 D项正确；大运河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赵

州桥是一座跨洨河的石拱桥，北京城是明清的政治文化中心，排除 ABC。故选 D项。

28.（2021·山东·期末试卷）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市考察调研，“中医药”成为他

此行考察中的一个关键词。“过去，中华民族几千年都是靠中医药治病救人。”下列对于《本

草纲目》的说法错误的是（       ）

A．是一部具有总结性的药物学巨著

B．是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写的

C．曾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为世界医药学的重要文献

D．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 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答案】D

【解析】依据所学知识，明朝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是一本关于农业、手工业的综合性

科技著作，外国学者称为“中国 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D项说法错误，符合题意，《本

草纲目》是明朝医学家李时珍所编写的一部具有总结性的药物学巨著，曾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成为世界医药学重要文献，被誉为“东方医药宝典”，ABC项说法正确，不符合题意。故选 D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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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353142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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