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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课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1．(2021·晋中)宋代的统治，对外无军功可标榜，对内治功则颇有成效。一是

没有前代地方割据的悲剧；二是没有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危机。两宋 300 多年间，

军阀割据、藩镇坐大的现象再未重现。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C ) 

A．专制皇权空前强化 

B．土地兼并有效遏制 

C．中央集权成效显著 

D．经济发展民众富足 

[解析] 依据所学知识可知，宋初从权、钱、兵等方面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军阀割据、藩镇坐大的现象再未重现，故 C 项正确；

军阀割据、藩镇坐大指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故 A 项错误；宋代实行不抑兼并

的政策，故 B项错误；经济发展民众富足的说法错误，故 D项错误。 

2．下面是北宋地方权力分配示意图。图示表明北宋加强中央集权举措的突出

特点是 ( D ) 

 

A．极力提高皇权  B．竭力削弱相权 

C．削夺将帅权力  D．分化地方事权 

[解析] 据图片信息“北宋地方权力分配示意图”可知，北宋通过分化地方事

权来加强中央集权，D 项符合题意；“极力提高皇权”“竭力削弱相权”都是中



央机构的调整，A、B 两项与题意不符；图片信息没有涉及“削夺将帅权力”，C

项错误。 

3．宋朝儿童念的《神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

下品，唯有读书高”。当时民间还流行着这样的俗话：“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

针”。材料主要表明，宋朝( D ) 

A．等级森严  B．商业繁荣 

C．重农抑商   D．重文轻武 

[解析] 为防止唐末以来武将专横跋扈的局面重现，宋太祖有意重用文臣掌握

军政大权，后继的宋太宗继续采取抑制武将、提升文官地位的政策。因此，答案

选 D项。 

4．(2021·湖南师大附中)北宋初期，政务、军事、财政、监察四权并立，各部

门直接向皇帝负责，宰相只能事事按皇帝旨意行事。宋太祖为防止大臣擅权，鼓

励台谏(监察部门)官员弹劾大臣。这种权力结构设计( A ) 

A．造成政风因循保守 

B．提高了决策效率 

C．净化了贪腐的风气 

D．减轻了财政负担 

[解析] 宋太祖为防止大臣擅权，鼓励台谏官员弹劾大臣，大臣为求明哲保身，

大多不思进取，这会造成政治上因循保守的风气，故选 A 项；材料中防止大臣擅

权的措施与提高决策效率无关，排除 B 项；C 项表述太绝对，排除；材料与减轻

财政负担无关，排除 D项。 

5．(2021·清远)下表所示为宋代州一级行政区划建制说明。表格内容反映了宋

代( A ) 

类型 主要设立依据 

府 
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兼重或皇帝未即位时所封或曾是任

官之地 

州 沿用隋唐的区划设置 

军 边境或内地的重要关隘所在 

监 官营手工业集中的地区，往往由相关中央部门直辖 

A．中央集权的加强  B．皇帝地位的下降 



C．地方分离的倾向  D．疆域范围的拓展 

[解析] 材料体现的是宋朝通过“府、州、军、监”的一级行政区加强对地方

的控制，A项正确，C项排除；宋朝君主专制有所强化，B项排除；宋朝疆域相对

前朝有所缩小，D项排除。 

6．(2021·揭阳)王安石在变法中规定：“前此轮差职役的民户不再服役，改为

按土地、家产多少缴纳免役钱。前此无差役负担的官户、僧道户、女户、单丁户、

未成丁户以及上五等的坊郭户，一律按其户等减半出钱，谓之免役钱。”这一举

措意在( A ) 

A．为封建政府拓宽财源 

B．遏制大地主大官僚势力的膨胀 

C．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 

D．适应放松人身控制的客观要求 

[解析] 根据题干可知，王安石变法中征收免役钱的举措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

收入，A 项正确；免役法有利于遏制大地主大官僚势力的膨胀，但并非变法的主

要目的，排除 B 项；免役钱的征收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但封建政府仍实

行重农抑商政策，排除 C 项；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逐步松弛是免役钱征收的客观作

用，排除 D项。 

7．(2021·静乐一中)岳飞《满江红》词有“靖康耻，犹未雪”句，其中的“靖

康”本是( C ) 

A．地名  B．人名 

C．年号  D．谥号 

[解析] “靖康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因发生于北宋宋钦宗靖

康年间(公元 1126～1127年)而得名，靖康是宋钦宗的年号，C项正确。 

8．(2021·夏津一中)据统计，两宋三百年间，通过科举录取进士人数超过 10 万

人，布衣出身的占 50%以上。朝廷的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 53.67%，北

宋末高达 64.44%。这反映出宋代科举制( A ) 

A．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B．导致了文化重心南移 

C．造成官僚机构急剧膨胀 

D．成为选官的唯一途径 



[解析] 根据材料“布衣出身的占 50%以上。朝廷的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

者约占 53.67%，北宋末高达 64.44%”可知宋代官员中布衣入仕者比重不断上升，

说明宋代科举制促进了社会不同阶层的流动，A 项正确；材料内容主要体现了宋

代官员中布衣入仕者比重不断上升，并没有涉及文化重心的转移，也不会导致文

化重心的南移，B项错误；材料内容主要体现了宋代官员中布衣入仕者比重不断上

升，布衣比例的上升不一定造成官僚机构的膨胀，C项错误；材料内容主要反映了

宋代科举制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不代表科举制是选官的唯一途径，也不符合史

实，D项错误。 

9．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975 年，宋太祖下诏：“向者登科(科举应考人被录取)名级，多为势家

所取，塞(阻隔)孤贫之路。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此后君王

都沿用此制度，选拔有才干的贫寒士子充实官员队伍。……宋太宗时，“国家开

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工商业者及“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以

至于“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 

——摘自唐凯麟主编《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 

据材料，简述北宋初年在科举考试资格和录取方面的改革措施，并结合所学分

析其作用。 

[答案] 措施：考试资格方面，进一步放宽限制，传统受歧视的工商业者也可

参加；录取方面，更多录取社会下层士人。 

作用：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统治力量；社会成员身份趋于平等；推动崇文

抑武局面形成；改变及第个人与家族的地位和经济状况；促进重农抑商思想观念

发生变化；一批儒商诞生，提升中国商业文化。 

[解析] 措施：依据材料四中“宋太宗时，‘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

工商业者及‘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以至于‘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

途’”等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北宋初年的科举考试资格进一步放宽限制，

允许传统受歧视的工商业者参加；更多录取社会下层士人。作用：结合所学知识

可知，北宋初年科举考试资格和录取范围的扩大，对于统治基础的加强、社会关

系中的平等、崇文抑武局面的形成、社会阶层的流动和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儒商

及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等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10．(2021·河南高一月考)赵匡胤建立宋朝后，规定各地方每年的财政收入除了



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运送到京城，不得占留。宋廷又在各路设

置转运使，掌管一路财富。宋廷的这些举措( B ) 

A．体现出对经济干预的强化 

B．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 

C．维护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 

D．结束了分裂割据局面 

[解析] “地方每年的财政收入除了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运

送到京城，不得占留。宋廷又在各路设置转运使，掌管一路财富”，这些举措使

得地方财权基本被剥夺，地方割据丧失了财政基础，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B项正

确；宋廷的举措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而非单纯的经济干预，排除A 项；北宋不是

大一统王朝，排除 C 项；题干所列举措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宋代并未出现分裂

割据局面，排除D项。 

11．(2021·泉州)宋代常出现“冲龄即位”的幼主，后妃垂帘听政便成为权宜之

计。一旦皇帝长大成人，具备亲政能力，士大夫便集体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迫

使后妃撤帘归政，使政权交接顺利完成。这反映了宋代( D ) 

A．集体统治有利于政权平稳过渡 

B．舆论监督有效防止外戚干政 

C．分散相权适应了君主专制需要 

D．文官政治对皇权的有力维护 

[解析] 由材料“士大夫便集体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后妃撤帘归政，使

政权交接顺利完成”可知，士大夫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体

现了文官政治对皇权的有力维护，故选D 项；宋代实行的仍是君主专制，不存在

集体统治的说法，排除 A 项；舆论监督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并不能起到有效防

止的作用，排除 B项；士大夫不等于丞相，故无法得出 C项结论，排除。 

12．(2018·全国Ⅲ卷高考·25)宋代宰相祖辈任官情况表 

曾祖、祖父或父 

亲任官情况 

宰相人数 

北宋(71) 南宋(62) 

高级官员 20 8 

中级官员 15 10 



低级官员 12 8 

无官职记录 24 36 

上表据学者研究整理而成，反映出两宋时期( B ) 

A．世家大族影响巨大 

B．社会阶层流动加强 

C．宰相权力日益下降    

D．科举制度功能弱化 

[解析] 通过分析材料中北宋和南宋宰相祖辈任官情况可知，北宋时期宰相祖

辈担任高级官员的人数和比重较大，而南宋时有所减少，两宋时宰相祖辈担任无

官职记录的人数和比重较大，说明越来越多的没有政治背景的平民有机会担任宰

相职务，体现了当时社会阶层流动性加强，B项符合题意，A项说法不正确；材料

没有涉及宰相的权力的变化，C项不正确；身份地位较为低下的人出任宰相，得益

于科举制的推行，D项说法不正确。  

13．(2021·河南高一期末)宋代规定：凡诸州行文公事，必须有知州和通判联合

署名才能生效。以致有位爱吃螃蟹的人被任命为知州时，提出到“有螃蟹无通判

处”。这说明，通判( D ) 

A．与知州争权激烈 

B．拥有独立的行政权 

C．经常地滥用职权 

D．有监督知州的权力 

[解析] “凡诸州行文公事，必须有知州和通判联合署名才能生效”意在通过

通判监督地方官员，而“有螃蟹无通判处”的言论恰恰说明通判起到了监督知州

的效力，D 项正确；通判负责监督知州，两者不存在争权，排除A 项；通判不掌

握行政权，排除B项；题干无法判断通判权力使用情况，排除C项。 

14．(2021·嘉兴)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留下悠长回响。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王安石变法达到了富国目的，增加了大笔收入，但强兵的效果并不明

显，北宋与西夏开战，又以失败告终。一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也引起激烈争议。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日益严重，北宋逐渐走向衰亡。 

——《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



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

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

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 

——司马光《传家集》卷 60《与王介甫书》 

(1)据材料一指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材料作者用什么史实来支撑“强兵的

效果并不明显”这一观点？  

(2)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长期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依据材料二，指出司马

光对王安石变法持什么态度？结合所学谈谈你对司马光这一态度的认识。(要求：

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达成文) 

[答案] (1)主要目的：富国强兵。史实支撑：与西夏的开战以失败告终。 

(2)态度：反对(批评)。 

认识 1：司马光态度错误。变法是在北宋统治面临极大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

变法达到了富国目的，增加了大笔收入；司马光属于变法反对派。  

认识 2：司马光态度有道理。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措施加重了人民负担；加剧了

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强兵效果不明显；导致社会上下不得安宁。 

[解析] (1)根据材料一“ 王安石变法达到了富国目的，增加了大笔收入”可

得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根据“但强兵的效果并不明显，

北宋与西夏开战，又以失败告终”可知，材料作者用“与西夏的开战以失败告终”

来支撑“强兵的效果并不明显”这一观点。 

(2)根据材料二“ 今介甫为政，……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

田野……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可得出，司马光对王安

石变法持批评(反对)态度。结合所学知识，可从“正确”或“错误”两方面认识司

马光的态度 。如“司马光态度错误”，结合所学从王安石变法的背景、目的、积

极影响和司马光的立场等方面说明；或“司马光态度有道理”，结合所学从王安

石变法的措施弊端、改革的不利影响等方面说明。 

 

 

 



第 10 课辽夏金元的统治 

1．(2021·镇江)辽太宗时期迁移汉人和渤海人，使其居于“地沃宜耕植”的上

京附近地区，同时还诏令“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材料表明辽

朝( A ) 

A．注重发展农耕经济 

B．大力推行“四等人制” 

C．沿袭女真传统制度 

D．全面学习汉族文化 

[解析] 材料“使其居于‘地沃宜耕植’的上京附近地区，同时还诏令‘诸道

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体现的是辽国统治者对农耕经济的重视，说

明其开始了封建化进程，A项正确；四等人制度是在元朝时期推行的，B项排除；

C项与材料无关，排除；仅从辽国统治者对农业的政策是无法得出全面学习汉族文

化的结论的，D项排除。 

2．(2021·日照)女真人自然崇孝，金政权建立后逐步确立了为祖先上尊谥、上

庙号以及建太庙崇祀祖先制度，并大力倡导孝道，视“忠臣犹孝子”，忠孝合一。

这表明金( C ) 

A．奉行以孝立国    B．倡导家国一体 

C．认同中华文化  D．推行移风易俗 

[解析] 根据材料“女真人自然崇孝……为祖先上尊谥、上庙号以及建太庙崇

祀祖先制度，并大力倡导孝道”可知，金朝建立后实行祖先祭祀制度，视忠臣犹

孝子，说明金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借鉴中原文化以加强统治，表明金朝认同中

华文化，C项正确；材料体现的是金朝重视孝道，但不能由此就推出奉行以孝立国

的结论，A项错误；B项不能体现材料主旨，排除；材料内容与移风易俗无直接关

系，D项错误。 

3．公元 10 世纪到 13 世纪是继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活跃

的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下面是某

校学生用列表法梳理知识时制作的表格，由上到下应依次填写的是( A ) 

少数民族 主要活动 



 
916～1227 年建国，实行南北面官制

度 

 
政权都兴庆，创制文字，模仿北宋制

度 

 与南宋长期对峙，出现“大定之治” 

 
完成统一，创制文字，进行了制度创

新 

A．契丹、党项、女真、蒙古 

B．鲜卑、女真、蒙古、满洲 

C．契丹、吐蕃、女真、满洲 

D．鲜卑、女真、党项、蒙古 

[解析] 据所学可知，916～1227年建国，实行南北面官制度的少数民族是“契

丹”，建立了政权“辽”；都城在“兴庆”，创制文字“西夏文字”，模仿北宋

制度的少数民族是“党项”族；据所学可知，南宋时期女真族建立的金与其长期

对峙，金世宗完颜雍在位期间出现了短暂的稳定繁荣局面“大定之治”；据所学

可知，结束五代辽宋夏金分裂局面，统一中国，创制文字，进行了制度创新的是

“蒙古族”。故选 A项，B、C、D三项错误。 

4．(2020·北京昌平)下列示意图能正确反映南宋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并立情况

的是( B ) 

 

[解析] 南宋建立于 1127年，而此时西北是建立于 1038 年的西夏，东北是建

立于 1115年的金，故答案为 B项；A、D两项的宋和北方少数民族位置颠倒了，

宋处于南边，排除；辽在 1125年被北宋和金联合所灭，故 C项错误。 

5．(2021·衢州)耶律阿保机称帝后，不断对外征伐。随着统治版图的不断扩大，

境内民族成分也日益复杂，政府逐渐确立了双轨行政制度。其具体做法是 ( A ) 

A．分设南、北面官  B．编设“猛安谋克” 

C．按四等人差别对待  D．推行行省制度 

解析：根据所学可知，辽由于境内民族情况复杂，逐渐确立了双轨行政制度，



即南北面官制度，南面官实行汉制，北面官实行契丹制度，故选 A 项；女真族编

设“猛安谋克”作为其基层的军事和社会组织，故排除 B 项；元朝时期按四等人

差别来对待不同民族，故排除 C项；元朝时期推行行省制度，故排除 D项。 

6．据《金史》记载，1153 年，金朝的统治中心南移到了中都燕京(今北京)，

迁都之后的二十多年间，女真族逐渐改变旧俗，在日常饮食、音乐等方面“皆习

汉风”。金朝改革旧俗的根本原因是( A ) 

A．适应迁都后国家管理的需要 

B．旧俗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 

C．完全接受汉族文化的价值观 

D．金统治者深感旧俗的弊端 

[解析] 根据材料“据《金史》记载，1153年，金朝的统治中心南移到了中都

燕京(今北京)，迁都之后的二十多年间，女真族逐渐改变旧俗，在日常饮食、音乐

等方面‘皆习汉风’”可得出，金朝迁都后，统治中心南移至汉地，为适应先进

的农耕文明，金朝推行汉化政策，便于国家管理，所以，金朝改革旧俗的根本原

因是“适应迁都后国家管理的需要”，故 A 项正确；材料没有反映“旧俗损害了

统治者的利益”，故 B 项错误；“完全接受汉族文化的价值观”说法太过绝对，

故 C项错误；“金统治者深感旧俗的弊端”不是根本原因，故 D项错误。 

7．(2021·德州)元代规定，行省所收取的财赋七成上供中央，三成地方留用，

行省还要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据此判

断，元朝( C ) 

A．中央与地方矛盾尖锐 

B．中央财政始终处于亏空状态 

C．对地方的控制力加强 

D．行省完全丧失财政管理功能 

[解析] 行省要把收取的财赋多半上供中央，还要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

钱谷，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等，反映出元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加强，C项正确；

材料不能说明元代中央与地方矛盾尖锐，A 项错误；元朝中央财政始终处于亏空

状态说法绝对，B项错误；行省完全丧失财政管理功能与“(行省财赋)三成地方留

用”等不符，D项错误。 

8．1333 年，元朝开科取士，在所取进士百人中，有蒙古、唐兀、回回、于阗、



哈喇鲁、畏兀儿等民族 50 名，有 58%母亲为汉人，已婚的人中有近 70%娶汉人为

妻。这说明元朝( D ) 

A．奉行民族歧视政策  B．已经完全实现汉化 

C．科举考试更加公平  D．民族交融趋势加强 

[解析] 材料“在所取进士百人中，有蒙古、唐兀、回回、于阗、哈喇鲁、畏

兀儿等民族 50名，有 58%母亲为汉人，已婚的人中有近 70%娶汉人为妻”说明元

朝民族交融趋势加强，D 项符合题意；材料没有体现“民族歧视政策”和“完全

实现汉化”，A、B两项错误；C项不是材料主旨，排除。 

9．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完颜阿骨打即帝位时曾宣布：“今日成功，皆诸君协辅之力，吾虽处大

位，未易改旧俗也。”后又下诏“事务大小——依本朝制度”。宁江洲大捷后，

“初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又“一如郡县置吏之法”，把猛安

谋克作为由皇帝任命的管理女真族事务的地方行政长官。太祖在收国二年二月下

诏：“折身为奴者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为奴者，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

若元约以一人赎者，即以元约。”天辅二年六月，“诏有司禁民凌虐典雇良人，

及倍取赎直者”。七年二月，下诏“被虏及鬻身者，并许自赎为良”。 

——摘编自戴逸主编《中国大通史》 

(1)根据材料，归纳完颜阿骨打施政内容并指出其施政意图。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完颜阿骨打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的贡

献。 

[答案] (1)保留旧俗；换取女真贵族支持，保证从贵族到贫民团结抗辽。地方

实行猛安谋克制度；淡化地方政权的血缘色彩，树立皇帝权威。解除奴隶身份；

减轻生产者人身束缚，促进生产发展。 

(2)推动了女真族自身社会历史的进步；加速了民族交融的进程。 

10．(2021·三明)辽上京有鲜明的契丹民族特色。上京城在都城形态上虽也具有

类似唐长安城的三重格局，但皇城与汉城南北二城平行设置，整体呈“日”字形

格局。上京城的城市形态反映了辽朝( A ) 

A．因俗而治  B．全面汉化 

C．等级森严  D．民族压迫 

[解析] 南北城并列，体现了南北分治的特点。南北面官制度是辽代的中央官



制。辽建国后，按照“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原则，对契丹和汉人实

行南北分治，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特点，故 A 项正确；B 项“全面”说法太绝

对，排除；C、D两项，题中没有体现出等级森严、民族压迫，排除。 

11．(2021·日照)下表是史籍中有关辽夏金的部分记述。据此可知，辽夏金

( B ) 

记述 出处 

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审吉：契丹古称)国。太祖

受可汗之禅，遂建国  
《辽史·太祖纪》 

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

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  
《宋史·夏国传下》  

律科举人止知读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论语》《孟

子》，涵养器度。遇府、会试，委经义试官出题别试，与

本科通定去留为宜 

《金史·章宗 

本纪一》 

A．效法中原制度加速封建化 

B．强化文化认同促政权稳定 

C．与内地政治文化交流密切 

D．追述华夷共祖以强基固本 

[解析] 辽朝认为自己是炎帝的后裔，西夏仿效宋朝的政治制度，金朝效仿中

原王朝的科举制，并以儒家典籍为考试内容，说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认同中原

王朝的典章制度，意图通过文化的认同实现政权的稳定，故选B 项；辽夏金的做

法是为了巩固统治，而非加速封建化，排除 A 项；材料只能体现辽夏金对中原文

化的效仿，并没有涉及交流，排除 C 项；追述华夷共祖只符合辽朝的情况，排除

D项。 

12．元代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却“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

权”。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行省几

无任官和诠调权。这表明，行省的设置( C ) 

A．改变了地方积贫积弱的现状 

B．消除了地方分裂割据的隐患 

C．顺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D．体现了“因俗而治”的治国理念 



[解析] 根据材料内容可知，地方官吏的选用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表明元朝

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即顺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答案为 C 项；积贫积弱是

宋朝的情况，不是元朝，排除 A项；材料没有涉及地方割据，排除 B项；材料没

有体现“因俗而治”是根据当地的风俗来治理的治国理念，排除 D项。 

13．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每经历一次全国性农民起义之后，新建王朝在总体

上说来都比前一个王朝有所进步，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这可以用来说明历史上

的农民起义( B ) 

A．造成了皇朝的易姓换代 

B．推动了王朝政策的调整 

C．推动了国家的重新统一 

D．建立了农民的革命政权 

[解析] 据材料 “……每经历一次全国性农民起义之后，新建王朝在总体上说

来都比前一个王朝有所进步，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可知，每个新王朝建立后，

为避免阶级矛盾的激化，都努力发展生产，减轻对人民的剥削，B项符合题意； A

项不是材料主旨；材料没有体现“推动了国家的重新统一、建立了农民的革命政

权”，C、D两项错误。 

14．(2021·菏泽)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在元朝，全体百姓被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人是

“国族”，色目人是其主要助手。蒙古人、色目人因从政、驻防、屯田、谪戍、

流亡、经商等原因大量涌入内地，与汉族杂居。例如在元朝后期镇江路所辖一司

三县，即住有非汉族的外来侨寓人口 170 余户，其中包括蒙古 29 户、畏兀儿 14

户、回回 59户、也里可温(指外来的基督教徒 )23户、河西(党项)3户，其他地方的

情况亦可想见。入居汉地的蒙古、色目人受到汉族社会文化的影响，逐渐汉化。

一些驻军“初至犹以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植如华人”。一部分人渐受汉族礼

俗影响，开始遵行守节、丁忧之制。在雅文化层面的儒学、文学、艺术等领域，

入居汉地的蒙古、色目人亦渐受熏染，且不少人研习颇有成就。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元代的民族关系。(要求：史论结合，逻辑清

晰，表述成文) 

[答案] 元朝存在民族矛盾，但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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