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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 

12 月月考考试 

初一年级历史问卷 
命题人：谢东艳    审题人：肖爱麟    王洲英 

本试卷共 4 页, 28 题，满分 90 分，考试用时 60 分钟 

一、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50 分） 

1.据《华阳国志・ 蜀志》记载：“（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

也”。这主要得益于战国时期李冰主持修建的（   ） 

A．都江堰 B．驰道 C．灵渠 D．长城 

2.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途中投宿旅店遭到拒绝。店主说商君定有法律，谁让没有凭证

的人住宿，就要连坐，商鞅因此无可奈何。这个“作法自毙”的故事，说明了（   ） 

A．变法害人害己，宣告失败 B．变法得到深入贯彻 

C．变法遇到阻力 D．变法违背民意 

3.“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在全社会营造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在总书记批示精神指引下，“光盘行动”再升级、更彻底，驰而不息。

“光盘行动”弘扬了春秋战国时期哪位思想家的主张？（   ） 

A．孔子 B．孟子 C．韩非 D．墨子 

4.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平台，各家学派在此进行交流与论辩。稷下学宫体现的历

史现象是（   ） 

A．诸侯争霸        B．兼并战争         C．百家争鸣         D．统一思想 

5．公元前 221年，秦国完成统一大业。这一年处于（   ） 

A．公元前 3世纪前期 B．公元前 3世纪后期 

C．公元前 2世纪前期 D．公元前 2世纪后期 

6．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记载：“周以后的秦朝尽管存在时间短暂，却用一个组织得很严

密的帝国结构取代了周朝的制度。”秦朝在地方上取代了周制的“帝国结构”是 指（   ） 

A．分封制 B．行省制 C．郡国并行制 D．郡县制 

7.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陈涉……率罢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

旗。”材料叙述的是（   ） 

A．大泽乡起义    B．项羽和刘邦起义      C．楚汉之争            D．国人暴动 

8.《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同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

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为此汉初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   ） 

A．提倡节俭 B．发展农业生产 C．以德化民 D．加强中央集权 

9.为进行研究性学习，某历史学习小组开展了以下活动。请判断该小组研究的课题是（   ） 

活动 内容 

查阅文献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桓宽《盐铁论》、司马迁《史记》等 

观看视频 《中国通史——北击匈奴、南定吴越》等 

搜集图片 《五铢钱》《独尊儒术群雕》等 

考察遗址 陕西茂陵、陕西凤翔县祭天遗址等 

A．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              B．秦统一货币促进经济交流 

C．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              D．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思想 

10．汉朝在公元前后各经历约 200 年……足可与罗马帝国相比拟，就是从所控制地域和存在的时间

上讲，两个帝国也可以相提并论，只是中国方面内在的凝聚力，非西方所能望其项背。汉朝为强化

“内在的凝聚力”而采取的措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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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推行县制 B．“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C．盐铁专卖 D．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 

11.汉光武帝统治时期，调整统治政策减轻了对人民的剥削，出现了繁荣局面，史称（   ） 

A．文景之治 B．光武中兴 C．贞观之治 D．开元盛世 

12．东汉中期以后，继位的皇帝大多年幼，无法主政，借机轮流把持朝政的是(  ) 

A．外戚与宦官                         B．御史大夫与刺史 

C．太尉与丞相                         D．诸侯王与太后 

13.“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反映了东汉黑暗的政治环境，其结果是（    ） 

A．外戚夺得了东汉政权 B．宦官夺得了东汉政权 

C．东汉王朝走向衰亡 D．东汉王朝短暂而亡 

14．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广西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近年来，在合浦汉墓群

出土的大批文物成为这一记载的有力物证。以下为合浦汉墓群出土的部分文物，据此可知（   ） 

     

         印度六棱柱性玻璃饰            波斯陶壶             罗马玻璃碗 

A．欧亚国家传入中国的物产主要是陶瓷制品 

B．合浦因海外贸易发达成为汉代最重要商港 

C．汉代海外贸易所得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很大 

D．中国与欧亚一些国家在汉代有经济文化交流 

15．公元前 60年，宣帝命郑吉监护西北方各国的安全，因总领两道，遂号都护。……其职责为管

理屯田及兼护南北二道之通畅，一般任期 3年，直属中央调遣。下列不能体现材料有关西域都护府

的观点的是（   ） 

A．监护西北各国安全 B．保护交通要道 

C．为了开辟丝绸之路 D．加强中央对西域的管辖 

16.东汉史学家班固曾这样评价一部著作：“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部著作是（  ） 

A．《春秋》         B．《汉书》         C．《史记》       D．《资治通鉴》 

17．下列关于我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搭配，不正确的是（    ） 

A．华佗──麻沸散 B．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C．贾思勰──《齐民要术》 D．祖冲之──造纸术 

18．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中医药诊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北京新冠

肺炎中医药救治专家组副组长李秀惠认为，中医治疗不拘泥一方一药，方案来自对疫病形成的完整

辩证体系，来自对疫病治疗已经形成的有效方法。早在中国古代，明确提出在诊断上要辨证分析病

情，然后对症治疗的是（   ） 

A．东汉末年名医华佗 B．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C．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D．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 

19．在一节“历史战争故事”活动课上，同学们讲了许多战争故事。以下哪一场不是以少胜多的战

争（   ） 

A．巨鹿之战 B．马陵之战 C．赤壁之战 D．官渡之战 

20.今年的春运起止时间是从 2019 年 1 月 21 日（腊月十六）开始，到 2019 年 3 月 1 日（正月廿五）

结束。我国的春运被称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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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发生在(   ) 

A．西汉 B．东汉 C．西晋 D．东晋 

21．“汉帝国崩解后，中国陷入一段黯淡无望的长期动乱时代。豪强兼并所引起的社会不安仍未解

决；甚至在一连串政治斗争激化下，导致战事连绵不断，胡人入侵，使社会秩序彻底瓦解。”这段

“长期动乱时代”是（   ） 

A．春秋战国时期  B．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C．五代十国时期  D．辽宋夏金元时期 

22.．成语典故“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与下列哪次战役有关 

A．巨鹿之战 B．官渡之战 C．赤壁之战 D．淝水之战 

23.魏晋南北朝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一般被泛称为“五胡”。吕思勉《中国通史》讲到“一到隋唐

时代，而所谓五胡，便已泯然无迹”，意在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   ） 

A．民族交融加强 B．商业贸易繁荣 

C．政治清明稳定 D．中外交流频繁 

24．王羲之的书法“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在他的作品中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是（   ） 

A．《兰亭序》 B．《女史箴图》 C．《水经注》 D．《洛神赋图》 

25.历史叙述一般包括史料呈现、史实陈述和历史解释等。下表是不同时期的学者对秦始皇赢政形

象的历史叙述，这反映出(    ) 

叙述 出处 

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汉朝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 

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

无聊 

近代学者陈登原《国史旧闻》 

秦始皇的残酷无道达到离奇之境界，如何可以不受遣责?可是

他统一中国的工作用这样长远的眼光设计，又用这样精到的手

完成，又何能不加仰幕 

现代史学家黄仁宇《中国大

历史》 

A.历史叙述应当尊重历史事实       B.历史解释目的在于揭示历史事实 

C.时代立场不同影响历史叙述       D.历史叙述的差异性揭示历史本质 

二、材料题（3 道大题，共 40 分） 

26.（12分）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秦统治者成为全中国的主人……新皇帝废除了所有的封建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

为若干郡县，每一郡县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                                                             

——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

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材料三 晋武帝泰始元年，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

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晋书·地理志》 

（1）根据材料一，新皇帝实行了何种制度？这种制度有何作用？（4 分） 

（2）材料二中反映了什么问题？汉武帝采取了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4分） 

（3）材料三中晋武帝实行了何种制度？导致了哪一事件的发生？（4分） 

27．（16分）农业经济是立国之本，固国之本。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回答问题。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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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汉景帝）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国

郡务劝农桑……” 

材料三（东晋建立后）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丰收），则数郡

忘饥……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 

（1）材料一中的图片可以证实当时我国农业生产领域怎样的基本史实？带来怎样的影响？（3分） 

（2）材料二说明汉景帝重视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汉文帝和汉景帝开创的治世被称为什么？（3

分） 

（3）根据材料三，简述东晋建立后江南地区经济状况（从两个方面回答即可）。结合所学，简述

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8 分） 

（4）综上所述，你认为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2分） 

28．（12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王朝更替，种族迁徙，既频繁，又复杂。请结合所学知识，

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 魏主曰：“国家兴自北土，移居平城，虽富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

治移风易俗……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魏书·任城王传》  

 

（1）图示①和②处分别是什么政权？材料一反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什么特征？（4

分） 

（2）材料二反映的是什么历史事件？此事件的影响是什么？（4分） 

（3）图一和图二中“胡人汉服”、“汉人胡食”反映了什么历史现象？结合所学，对于我国民族

关系的处理，你有何建议？（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