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原市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七年级期末考试 

历史试卷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含 15 个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 

1.《汉书•食货志》记载，西汉刚建立时，“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

过 半。”材料反映了汉初（  ） 

A.经济萧条 B.战乱不断 C. 土地兼并 D.赋税沉重 

【答案】A 

【解析】本题考点为汉朝初期背景，材料中“饥荒”“旦五千”表明为经济方面，故本题为

A。 

 

2.汉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这一时期的刺史主要负责（  ） 

A.行政事务 B.军事管理 C.监察事务 D.财政管理 

【答案】C 

【解析】本题考点为汉武帝时期的地方监察制度，故本题为 C。 

 

3.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位期间社会安定，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史称这个时期的统治为（  ） 

A.文景之治 B.光武中兴 C.汉武帝大一统 D.休赛生息 

【答案】B 

【解析】本题考点为东汉时期的盛世，刘秀与光武中兴，故本题为 B。 

 

4.公元 184 年，经过精心策划，张角等领导的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起义军头扎黄巾，在全国各地同时向东汉王朝发动猛烈进攻，腐败的东汉王朝迅速处于土崩

瓦解的境地。黄巾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的统治，使其一蹶不振。”这段话描述了黄巾起义的  

A.背景和过程    B.原因和影响 

C.背景和影响    D.过程和影响 

【答案】D 

【解析】本题考察学生分析材料问题，“公元 184....境地”表明为过程，“沉重打击..一蹶不

振”为黄巾起义的影响，故本题为 D。 

 

5.曹操在《蒿里行》中写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该诗

句反映 了东汉末年（  ） 

A.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      B.朝政腐败造成社会动荡 

C.农民起义打击东汉的统治     D.军阀割据造成民不聊生 

【答案】D 

【解析】本题考点为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情况，通过材料中曹操，材料中关键字词“万姓死

亡”“白骨与无鸡鸣”可看出当时社会情况百姓生活困苦，故本题为 D。 

 

6.西汉时开辟的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给世界留下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 互利共贏”的精神遗产。这条“丝路”从东向西的路线是（  ） 



                                   

 

A.长安一河西走廊一西域一中亚、西亚一欧洲 

B.长安一西域一河西走廊一葱岭一西亚一大秦 

C.长安一葱岭一河西走廊一今新疆地区一安息—大秦 

D.长安一玉门关、阳关一河西走廊一葱岭一西亚一欧洲 

【答案】A 

【解析】本题考点为丝绸之路的路线，基础题目，答案为 A。 

 

7.新疆地区是我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地区正式归中央政府管辖开始于 （   ） 

A.张骞通西域      B.西域都护的设置 

C.丝绸之路的开通     D.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  

【答案】B 

【解析】本题考点为新疆与西域都护府的设置，西汉时期设置西域都护府正是将新疆归中央

政府管辖。故本题答案为 B。 

 

8.东汉名医华佗说过：“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播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 

为帮助人们强健身体，他发明了（  ） 

A.麻沸散  B.外科手术 C.五禽戏 D.针灸穴位 

【答案】C 

【解析】本题考点为华佗医术，五禽戏为强身健体而设立，A、B 为手术中使用，D 项题中

不涉及，故答案为 D。 

 

9.历史课上，李老师出示了下列四幅图，其中与佛教有关的建筑和雕刻艺术有（  ） 

 
①成都青城山②洛阳白马寺 ③大同云冈石窟④洛阳龙门帝后礼佛图  

A. 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答案】B 

【解析】本题考察佛教知识，①为道家思想，排除，故本题为 B。 

 

10. 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历史人物的逸闻轶 

事，东汉班固称赞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表明司马迁（   ） 

A.坚持“有闻必录”原则      B.轻视文献记载的价值 

C.忽略实地考察的真实性     D.尊重史实的严谨态度 

【答案】D 

【解析】本题考察材料分析能力，“文直，事核”等词表明司马迁做文章实事求是，表明司

马迁对待历史真实严谨，故答案为 D。 



                                   

 

 

11. “北平袁绍,南拒孙刘,青梅煮酒间，何天下英雄有几？因事设奇，唯才是举,铁槊赋诗处，

笑 人间霸业如何！”这段材料评述的人物是（  ） 

A.刘备 B.孙权 C 诸葛亮 D.曹操 

【答案】D 

【解析】本题考察学生分析材料的能力，材料中涉及的人为曹操，故答案为 D。 

 

12. 右图所示战役的主要影响是（  ） 

 

A.奠定了秦朝统一全国的基础 

B.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 

C.奠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基础 

D.形成了南北朝分立对峙局面 

【答案】C 

【解析】本题考点为赤壁之战的影响，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故答案为 C。 

 

13. 观察下面的朝代更替示意图，空白处应该填写的是（  ） 

 

A. 东汉 B.西晋 C.北魏 D:前秦 

【答案】B 

【解析】本题考察朝代更迭时间题，三国后为两晋，故答案为 B。 

 

14. 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独特的组成部分。如果举办古代书法作品的展览，按出现顺序排

列正确的是 （  ） 



                                   

 

 

A. ①②③   B.③②①    C.②①③    D.①③② 

【答案】A 

【解析】本题考察古代书法演变的时间，楷书为最先出现汉末，行书出现楷书之后，魏碑出

现为南北朝，故答案为 A。 

 

15.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特征概括最准确的是（   ） 

A.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B.政权分立与民族交融 

C.南方经济超过北方 

D.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答案】B 

【解析】本题考察历史阶段特征，材料中的时期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乱世，特点为政权分立与

民族交融，A 为春秋战国时期特征，C 项为南宋时期之后，D 项为元朝之后。故本题答案为

B. 

二、简答题(本题共 16 分) 

16.秦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 900 多年间，中华文化不断创新与发展传承着中华文明。围绕

这一时期的“科技成就”，回答下列问题。 

【秦汉时期】 

 
 

(1) 图一人物有何重大贡献?写出这一贡献对世界文明产生的影响。（4 分) 

(2) 请为图二主人公写一段人物推介。（提示:从时代、身份、主要贡献、品行、后世评价等

角 度介绍)。（4 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 

(3)根据图三,判断这些插图出自魏晋时期的哪部科技著作，并简述其历史地位。(4 分) 



                                   

 

 
 

⑷图四是中国在 1986 年发行的袓冲之纪年币,请用史实说明纪念他的理由。（至少两点)  

【答案】 

（1）改进造纸术（2 分） 

影响：蔡伦改进的造纸术原料易找、价格便宜，纸的质量大大提高，易于推广；造纸术的 

对外传播，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教育的普及，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造纸 

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答出任意一点得 2 分） 

 

（2）张仲景是东汉末年的名医，著有《伤寒杂辩论》，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和治疗方法；还

提出了“治未润”理论，提倡预防疾病；张仲景是中医临床理论体系的开创者，为中医药学 

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被后世称为“医圣”。 

评分说明：答出任意一点得 2 分，共 4 分。 

 

（3）著作：《齐民要术）（2 分）地位：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对后世农学的发

展有深远影响，在世界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 分） 

 

（4）理由：祖冲之把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七位数字，这项成果领先世界近千年。 

（2 分）对历法进行精细的观测和推算，他所测算的一年时间，与现代天文科学测算的结 

果相比较，只差 50 秒；他制定出当时最先进的历法《大明历》；他还设计制造出指南车、 

水硅磨、千里船等。（任答出一点得 2 分） 

 

 

三、材料解析题(本题含 2 小题，17 小题 16 分，18 小题 18 分,共 34 分） 

17. 汉武帝时代,西汉王朝开始进入鼎盛时期。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汉朝规定诸侯于宗庙祭祀时奉献一定量的黄金，称为“酎金”。皇帝坚持这项规定主

要用意并不在于增加经济收入，而是要观察王侯们是否俯首听命、尊祖敬宗。所以，西汉政

府对“酎金”的数量和质量有严格要求，一旦不足，“王削县、侯免爵”。汉武帝元鼎五年 (公

元前 112年），就出现了因为“酎金”不纯，106 名列侯爵位被削夺的大案。 

——摘编自郭献功《汉代的“酎金”与“酎金案”》 

(1)材料一中汉武帝制造“酎金”案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达到相同的目的，汉武帝在政治上

还采取了什么举措？（4 分） 



                                   

 

 

材料二 

 

 

(2)根据材料二，简述汉武帝在经济方面的措施及其作甩。（6 分） 

 

材料三 武帝是个雄才大略之主，很想内兴文治，外耀武功。于是立五经博士，表章六艺，

罢黜百家。又北伐匈奴，西通西域，南平闽越、南越，东北并朝鲜，西南开西南夷。一时武

功文治，赫然可观。 

——吕思勉《给大家看的中国通史》 

(3)根据材料三，概括汉武帝在思想文化和军事上巩固“大一统”的措施。（4 分） 

(4) 综上所述,谈谈你对“大一统”的理解。（2 分)  

【答案】 

（1）目的：削弱诸侯国势力，减轻诸侯国对中央政府的威胁。（2 分）措施：汉武帝颁布“推

恩令”；建立刺史制度。（2 分） 

 

（2）措施：将地方的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株钱；（2 分）在全国各地设盐铁官，实

行盐铁官营、专卖。（2 分）作用：抑制了大商人牟取暴利，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为汉

武常许多政策的推行奠定了经济基础，实现了经济上的大一统。（2 分） 

 

（3）思想文化上：接受董仲舒“罢幽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学说立为正统思想，

兴办太学，以儒家“五经”为教材。（2 分）军事上：派卫背、霍去病抗击匈奴，巩固了； 

疆安全，维护了政权稳定。（2 分） 

 

（4）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等各方面进行统一领导，形成高度的中央集权的

政局面。（或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 

评分说明：答出符合上述意思的叙述得 2 分。 

 



                                   

 

18.经济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 “然骞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候，以为盾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 

——《汉书•张骞传》 

材料三 魏、蜀、吴三国的鼎立，使分裂的中国走向局部的统一。曹魏重视农业生产，大力

兴修水利。孙吴开发江东，造船业发达,发展了海外贸易。蜀汉在丞相诸葛亮的治理下，发

展经济，改善民族关系，加速了西南地区的开发。区域的开发尤其是南方经济得到发展，科 

技文化有着显著的进步，这些都为新的统一局面的出现奠立了基础。 

材料四 当时的江南地区，大量荒地枝开垦出来，耕地面积不断增加，并兴修了很多水利工

程，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手工业也有了快速的进步。在缫丝、织布、制瓷、冶 

铸、造船、造纸、制盐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商业的交 

流和城市的繁荣。南朝时的建康，人口众多，是当时商业最为活跃的大都市。 

——材料三、四均摘编自统编七年级(上)教科书 

(1)分别写出材料一中两种农业生产工具的功能。（4 分） 

(2)材料二中张骞“凿空”西域展现了怎样的精神品质？为什么说张骞出使西域的举动是 “凿

空”呢?（4 分） 

(3) 如何理解材料三中,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为新的统一局面的出现奠立了基础”？ (4 分） 

(4)分析材料四中江南经济繁荣的原因。（4 分) 

(5)综合上述材料，归纳促进古代经济发展的因素。（2 分)  

【答案】 

（1）图 1 楼车是汉代出现的播种工具，提高了播种效率。（2 分）图 2 翻车是三国时改进的 

灌溉工具，可以连续将低处的水提升到高处，便利灌派，还可以用来排水。（2 分） 

 

（2）精神品质：为祖国建功立业的决心和有胆、有识、有行、有恒的个人素养；不畏艰险，

勇于开拓的精神；直面困境，矢志不渝的坚强意志等。（意思相近即可得 2 分） 

张骞出使西域使得中原王朝和四域各国有了第一次友好往来，所以称为“凿空”。（2 分） 

 

（3）实现局部统一；各国重视经济发展；民族关系改善；区域的开发尤其是南方经济得到



                                   

 

发展；科技文化有着显著的进步等。 

评分说明：答出符合题意的任意一点得 2 分，共 4 分。 

 

（4）原因：北方人南迁给江南地区输送了大量的劳动力；也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

产技术；江南优越的自然条件；江南地区社会安定。 

评分说明：答出上述任意一点得 2 分，共 4 分。 

 

（5）社会安定；统治者的重视；国家政策的推动；生产技术的提商；先进的生产工具；人

口迁徙；劳动力增加等。 

评分说明：答出符合题意的任意一点得 2 分。 

 

四、探究题(本题共 20 分） 

19.我国是统一多民族的国家，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大交融时期。请围绕“民族

关系”这一话题,完成下面的学习任务。 

任务一【解读历史现象】（4 分） 

(1)阅读下面历史现象的描述，概括这一时期民族交融的表现。 

 

 

任务二【了解历史事件】（4 分） 

(2)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融。按要求在下面空白处填写相关内容。 

 
任务三【阐述历史观点】（6 分） 

(3)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写道：“孝文明知鲜卑游牧故习，万不足统治中华，又兼自身 

深受汉化熏染，实对汉文化衷心欣慕，乃努力要将一个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气呵熟，使其整

体的汉化。”请结合具体史实，说明孝文帝是如何使鲜卑族“整体的汉化”的？ 

 

任务四【感悟历史规律】（6 分） 

(4)民族交融对国家发展起了什么作用？谈谈你对古代民族关系的看法。 

 

【答案】 



                                   

 

（1）北方游牧民族内迁与当地汉人错居杂处；少数民族由游牧转入农耕，发展冶铁、制陶、

织布等手工业；汉族用少数民族的家具，也学习经营省牧业等。 

评分说明：答出任意一点得 2 分，共 4 分。 

 

（2）383 年是公元 4 世纪 80 年代（2 分） 

成语：草木皆兵；风声鹤唉；投鞭断流。（答出任意一点得 2 分） 

 

（3）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把百余万包括鲜界族在内的北方各族人民迁到中原；规定官员

在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以汉服代替鲜卑服；改鲜卑姓为汉姓；鼓励鲜卑贵族 

与汉人贵族联姻等。这些汉化措施从语言、文化、习俗以至于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推 

动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民族交融，也增强了北观的实力。 

评分说明：答出两点以上措施得 4 分，说明其影响得 2 分，共 6 分。 

 

（4）作用：民族交融推动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加快了局部统一，为全国的统

一奠定了基础；各民族不仅在经济上密切交往，而且文化上的频繁交流丰富了祖国文明成 

果，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等。 

看法：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祖国的历史的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 

族之间虽有战有和，但民族和平友好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等。 

评分说明：答出符合上述意思的任意一点作用得 2 分，共 4 分；答出意思相符的任意一 

点看法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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