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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版带答案高中历史下高中历史统编版下第二单元中古时期的世界必须掌握

的典型题 

 

 

单选题 

1、某同学在《印度等级制度》课本剧中扮演的角色虽不是处于独尊地位，但掌握国家行政和军事大权。请判断

该角色属于哪个阶层 

A．刹帝利 B．吠舍 C．首陀罗 D．婆罗门 

答案：A 

解析：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印度等级制度中，刹帝利是第二等级，虽不是处于独尊地位，但掌握国家行政和军事大权，

A 项正确；吠舍属于第三等级，向国家纳税，向神庙上供，供养第一、二等级，B 项排除；首陀罗是第四等级，

几乎没有权利，受奴隶主阶级的剥削，排除 C 项；婆罗门是第一等级，掌握神权，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2、“在桑海帝国阿斯基亚王朝时期，它是西非的文化和宗教中心，享有‘尼日尔河畔的明珠’、’撒哈拉以南的利物

浦’等美誉”。材料中的“它”最有可能是下列哪座城市 

A．开罗 B．廷巴克图 C．巴格达 D．大马士革 

答案：B 

解析： 

根据“西非的文化和宗教中心，享有‘尼日尔河畔的明珠’、’撒哈拉以南的利物浦’等美誉”的描述并结合所学内容可

知这座城市是廷巴克图，故选 B 项；开罗位于北非，排除 A 项；巴格达和大马士革都位于亚洲，排除 CD 项。

故选 B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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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们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他们发明了“浮动园地”——从特斯科科湖中捞起淤泥，堆积在固定于水中的木排上，

形成浮动园地，淤泥非常肥沃，耕种者甚至每年可以从他们的田园中获得 7 次收成。他们指的是 

A．玛雅人 B．西非班图人 C．阿兹特克人 D．印加人 

答案：C 

解析：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古代阿兹特克人在农业生产中，发明了“浮动园地”，堆积湖中淤泥固定于水中木排上，耕种

者甚至可以每年获得 7 次收成，C 项正确；发明“浮动园地”的并非玛雅人，排除 A 项；西非班图人并未在农业生

产中发明“浮动园地”的做法，排除 B 项；材料描述的农业生产技术并非印加人的发明，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4、据文献记载，16 世纪中叶，廷巴克图有一百八十多所教授《古兰经》的学校，极像一座大学城。这一景象属

于哪一国家的极盛时期 

A．马里 B．桑海 C．加纳 D．津巴布韦 

答案：B 

解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16 世纪中叶，廷巴克图”属于桑海的极盛时期 B 项正确；7 世纪时桑海人在登迪建立小

王国，后迁至加奥，先后臣属于加纳帝国和马里帝国，逐渐皈依伊斯兰教，排除 A 项、C 项；津巴布韦是南部

非洲文明的代表，廷巴克图在西非，且津巴布韦的鼎盛时期是 14—15 世纪，排除 D 项。故选 B 项。 

5、培育出玉米、马铃薯等今天我们常见的农作物，并被称为“美洲的希腊”的古代文明是 

A．玛雅文明 B．阿兹特克文明 C．雅利安文明 D．印加文明 

答案：A 

解析： 

根据材料“培育出玉米、马铃薯等今天我们常见的农作物”、“美洲的希腊”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美洲古老的居民

是印第安人，他们在美洲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玛雅文明，故被称为“美洲的希腊”，A 项正确；阿兹特克文化是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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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古代阿兹特克人所创造的印第安文明，是美洲古代三大文明之一，与材料不符，排除 B 项；雅利安文明不在

美洲，排除 C 项；南美洲印加文化在建筑、法律、美术、手工艺以及宗教等方方面面创造出了独特的文明，与

材料不符，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6、据考古发现，下图所示瓷器出土于今坦桑尼亚的一座陵墓中，原产于 15 世纪左右的中国。据此，可以得出

的合理推论是 

 

A．当时坦桑尼亚与中国有直接的贸易往来 

B．东非国家很早就开始模仿中国制造瓷器 

C．中国的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非洲 

D．当时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 

答案：C 

解析： 

根据“瓷器出土于今坦桑尼亚的一座陵墓中，原产于 15 世纪左右的中国”可知，原产于 15 世纪的中国瓷器在非洲

国家出土，反映中国的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非洲，C 项正确；材料不能反映当时坦桑尼亚与中国有直接

的贸易往来，排除 A 项；东非国家很早就开始模仿中国制造瓷器与“原产于 15 世纪左右的中国”不符，排除 B 项；

当时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表述与史实不符，排除 D 项。故选 C 项。 

7、15 世纪，迁都君士坦丁堡后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的大帝国是 

A．西罗马帝国 B．阿拉伯帝国 C．蒙古帝国 D．奥斯曼帝国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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