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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大附中第二分校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练习 

2022.10 

初 一 历 史 

说明：本试卷共 8 页，共 100 分。考试时长 120 分钟。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 50 分）

本部分共 25 题，每题 2 分，共 50 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的一项。 

1．下列关于古代原始居民北京人生活情况的叙述，正确的有（      ） 

①用不同的打制方法制造石器 ②使用天然火烧烤食物

③将石珠钻孔做成饰品 ④用骨针缝制衣服

   A.①④   B.③④  C.①②  D.②③ 

2.以下示意图说明（ ） 

A．北京人生活在距今约 70 万到 20 万年 B．化石是了解北京人特征的主要证据 

C．狩猎是北京人主要的生活方式    D．北京人的脑容量比现代人略小 

3.观察右图，导致两地房屋建筑样式不同的 主 要 原

因是（       ） 

A．生活习惯 

B．劳动技术   

C．自然条件 

D．生产工具 

4.2019年，北京平谷上宅遗址被列为企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陶器、磨制石器和半地穴

式房屋遗存，这三类考古发现还出现在（       ） 

A. 元谋人遗址         B.北京人遗址         C.河姆渡遗址        D.半坡遗址 

5.5．1912 年，孙中山先生撰写了祭文：“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

世界文明，唯有我先。”文中“轩辕”指的是 （       ） 

  A.禹                B.启               C.汤               D.黄帝 

6．右图为距今 5300年的牙雕蚕，出土于河南郑州。该遗址不远处还出土了同时期的丝帛。专家推测此遗

址为黄帝时代的都邑。据此可知（       ） 

A. 我国的早期人类起源于河南  

B. 河南郑州是夏朝时期的都邑 

C. 嫘祖缫丝的传说具有可信性落 

D. 黄帝在此地击败了炎帝部 

7．下列各项中，属于史实而非传说的是（        ） 

   A.河姆渡人制造骨耜                  B.炎、黄二帝联合击败了蚩尤为首的部落 

史料 

北京人牙齿化石；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40 多个个体的直立人化石 

结论 

北京人前额低平，眉骨粗

大，颧骨突出，嘴部前伸，

能够直立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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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炎帝尝百草，发明医药              D.黄帝建造宫室以避寒暑 

8．以下是一位同学制作的朝代更替示意图，其中①、②处依次应填（      ） 

A．国人暴动   大禹治水             B.三家分晋   平王东迁 

C．武王伐纣   盘庚迁殷              D.武王伐纣   平王东迁 

9．周灭商以后，封黄帝后代于蓟，蓟城在今西城区广安门一带；封周王室贵族于燕，燕都在今房山区琉

璃河镇。材料反映的政治制度是（       ） 

A.禅让制               B.分封制            C.郡县制               D.行省制 

10．右图是“医”字已知最早的写法，是用勾（医疗器具）将矢（箭）从人体  上剔出，表示医疗。该字

属于（      ） 

A．甲骨文                             B．小篆  

C．隶书                               D．楷书 

11．右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览中的器物﹣﹣“利簋”图片，器内底铸 

铭文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此记载与《尚书•牧誓》及《逸 

周书•世俘》的记录相符。由此可知（   ） 

A．文献与文物都不可相信               B．文物与文献可互相参证 

C．文献记录更具有真实性               D．文物与文献同时代出现 

12.司母戊鼎是存世的中国青铜时代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的青铜器。其纹饰精美，铸造时需要几百个工匠

密切配合操作。以上内容能解读出的历史信息有（       ） 

①商代青铜铸造业技术高超               ②商王朝能集中人力物力进行生产 

③商代青铜铸造业规模较大               ④青铜器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13.西周时期，鼎是重要的礼器。周礼规定天子使用九鼎，诸侯使用七鼎。春秋 

时期郑国公所使用的一组礼器（见右图），包括了九鼎。这说明（      ） 

A. 技术进步                       B.王室衰微    

C. 国家产生                     D.民族交融 

14．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的“诸华”在同周边的戎、狄、蛮、夷等民族长期交往和斗争中，出现了大规模

的民族交融。以下史实能说明该观点的有（      ） 

①周襄王娶狄女为后，晋文公之母为戎女 

②秦穆公发兵征伐西戎，西戎国皆降服于秦 

③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训练军队 

④赵武灵王命令军队穿胡服短装，并训练军队骑马射箭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15．据史书记载，西周初年的诸侯国有 800 多个，春秋初年还剩下 170 多个，到了战国之初只有十几个了。

这个现象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是（       ） 

A．诸侯争霸           B．走向统一          C．战争频繁           D．政权并立 

16．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发展意义重大，众多措施中最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是（      ） 

A．确立县制                          B．废除井田制 

 



 3 

生活时代：春秋后期 

政治主张：“以德治国” 

教育思想：“有教无类” 

人物评价：儒家学派创始人 

C．奖励耕织                          D．奖励军功 

17．右图是战国形势图，图中①、②、③、④分别代表了当时不同 

的诸侯国。其中灭掉六国，完成统一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18．秦孝公去世以后，旧贵族唆使秦惠文王以谋反罪逮捕商鞅。商鞅听到消息后立即逃跑。他找到一家客

店准备住宿，但店主却不敢收留，并对他说，商君定下规矩，留住没有凭证的人，店主要受“连坐”的处

罚。为此，商鞅只得离开，后被杀。这个“作法自毙”的故事，说明了当时秦国的变法 (       ) 

A．最终失败           B．遭到反对           C．违背民意         D．深入贯彻 

19．某工程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成都平原变为“天府之国”，是全世界

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该工程是（    ） 

A．都江堰的开凿 B．长城的修筑  

C．灵渠的开凿                           D．始皇陵的修建 

20.右图是某同学制作的某历史人物的学习卡片，你认为该人物

是（      ） 

A．老子       

B．.孔子       

C．.墨子       

D．韩非子 

21．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主张中,最受秦国统治者欢迎的思想是 (       ) 

 A．仁者爱人，为政以德                   B．顺其自然，无为而治 

C．主张兼爱，反对战争                   D．提倡法治，专制集权 

22．某同学考试成绩不理想，老师安慰她说：“一次失败不要紧，说不定正是因为这次没考好，你才能及

早发现问题，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老师的话中蕴含的思想来源于（        ） 

A．儒家              B．墨家            C．道家            D．法家 

23．《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皇帝称量自己看的竹筒，不够一石不休

息。从这则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秦朝统治的特点是（        ） 

A．皇帝亲自处理各种事务                    B．皇帝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 

C．皇帝的工作量由自己来决定                D．皇帝通过批阅竹简处理天下之事 

24．右侧两幅图片反映的历史主题是（        ） 

A．列国纷争 

B．诸子百家 

C．巩固统一 

D．改革变法 

 

25．历史解释是对史实的分析或评判。下列选项中属于历史解释的是（      ） 

A．公元前 230 年，秦国开始了统一六国的战争 

B．秦国军队先后攻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 

C．公元前 221 年，秦朝建立，定都咸阳 

D．秦的统一，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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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材料分析题（共 50 分） 

   本部分共 4 题，共 50 分。（26 题分、27 题分、28 题分、29 题分） 

26．（12 分）农业问题关系国计民生 

材料一 

 

 

 

 

 

                       

图 1                           图 2 

（1）图 1 和图 2 中的农作物分别可以在我国哪个原始居民的遗址中看到？（2 分）这些农作物遗存的

发现说明了什么？（1 分）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业发生了重要的变革，我国的铁制农具至少在西周末年的周王畿已

经用于农业生产。到战国中期以后，各种农业和手工业的工具已经普遍用铁制。牛耕也出现于春秋时期，

战国时代已开始使用两牛牵引的犁。铁制农具的使用，使各国能兴修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铁器牛耕出现

后，出现了“深耕易耨”（“易”是快递的意思，“耨”是除草的意思）的局面，战国时代，一年两熟制已

经普遍推广。 

                              ————摘编自高德步《中国经济简史》 

（2）根据材料二回答：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业发生了怎样的重要变革？（2 分）分析这种变革产生

的影响。（3 分） 

 

 

 

材料三    秦孝公锐意改革秦国落后的局面，任用商鞅变法，商鞅认为按照当时的土地赋税制度，

秦国的实力尚不能满足与列国竞争的需要。为此，商鞅变法规定：废除秦国原来传统的土地制度，重新规

划丈量土地，依照土地数量缴纳赋税；官府奴隶可以凭借耕织的成绩恢复平民的身份，不从事农业生产而

变穷的人则要被罚为官奴婢。 

                      ———— 摘编自晁福林《中国大通史·春秋战国卷》 

（3）依据材料，说出商鞅变法的背景。（2 分）结合所学，分析材料中变法内容的作用。（2 分） 

 

 

 

27．（14 分）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一  一个文化能不能被称为文明，关键在于是否已经进入国家社会的形态，而国家是否形成，一

是阶级或阶层的存在，二是强制性的权力系统的设立，如兴建种种公共工程、举行全社会范围的庞大的祭

祀活动和宗教礼仪、进行战争防御和扩张。  

                                    ——摘编自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 

（1）阅读材料一，概括文明的标准。（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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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良渚古城距今 5300—4300 年，由宫殿区、内城和外城组成。

古城北面有一个 20 余千米的外围水利系统，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

工程。古城中部，有一个人工堆筑、高十几米、总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的高台，

上面建有大型广场和多组高等级建筑。城内外权贵们的墓地里，随葬着数十

件至数百件数量不等制作精美的玉器，包括祭祀神灵用的玉琮、玉璧和象征

军事指挥权的玉钺。这和其他随葬品较少的普通墓葬形成鲜明对比。良渚古

城的考古发现证实，距今约 5000 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早期国家，

我们终于能理直气壮地宣告“中华文明五千年”。 

（2）依据材料一中的文明标准，说明为何“我们终于能理直气壮地宣告‘中华文明五千年’”？（4 分） 

 

 

 

材料三  关于商朝的历史，文献记载很粗略，故很多学者曾质疑其是否存在。甲骨文发现后，使得商

朝历史得到了考古实物的证实，表明商王朝是确切存在的。甲骨文记载的商王是一个很专制的君主，他对

下属、对王后都用“呼”，显示出王的权力至高无上。甲骨卜辞说明商代是领土国家，有一定的地域范围，

商王朝在其中能实行有效的管制。商王通过占卜贞问国家的农业有没有收成,从甲骨卜辞还可以看到商人

的宗族对商王朝有军事义务，他们的族不仅是生活组织，也是军事组织，宗族是商王国主要的军事力量。 

——摘编自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稽古·贯通·启新：中国古代史》 

（3）依据材料三，概括甲骨文所反映的商朝早期国家的特点。（4 分）指出甲骨文的发现对历史研究

的意义。（2 分） 

 

 

 

28．（17 分）政治制度是实现社会治理的手段 

材料一    （周）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

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

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史记·周本纪》 

（1）依据材料概括西周分封的对象。（2 分）结合所学，说说分封的目的是什么？（2 分）并分析分

封制的作用有哪些。（2 分） 

 

 

 

材料二 

 

 

 

 

 

 

 

 

 

       

 
 

秦朝的政治建制示意图 

 

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由

皇帝任免，对皇帝负责，从而保证了国

家的军政大权独揽于皇帝一人之手。皇

帝的权力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这个严

密的统治网和各级官吏最后到达一家一

户，大大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 

——摘编自晁福林《中国古代史》 
 

 



 6 

（2）请将“秦朝的政治建制示意图”中的①、②处填写完整。（2 分）依据材料二，说说秦朝是如何

加强对全国的统治的。（2 分） 

 

 

 

材料三    丞相王绾等进言说：“①诸侯刚被击败，②燕国、齐国和楚国地处偏远，如不设置诸侯王，

就无法镇抚他们。③臣等请立皇子们为王，④希望皇帝批准。” 

   廷尉李斯争论道：“⑤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和同族的人很多，可是后代日益疏远，像仇人般互相

攻击，诸侯相互讨伐，周天子不能禁止。⑥现在天下依赖陛下神灵得到统一，⑦都设置了郡县，皇子功臣

用国家赋税多多赏赐他们，很容易就控制了。⑧天下没有异心，这就是安宁的办法啊。” 

                                                      ———— 根据《史记》翻译 

（3）请阅读上面材料，将表格补写完整。（7 分）（要求：填序号处每空只能填一个序号） 

讨论主题    A                                          

人物             王绾              李斯 

主张 B               （填序号） C                 （填序号） 

理由 D               （填序号） E                 （填序号） 

皇帝决策 F  采纳             的建议，推行               

 

29.（7 分）先民的智慧 

材料一 

时期 工程名称 简介 

战国  ①  

在郡守李冰主持下，人们就地取材用竹子编成竹笼装满石块建成分水堤，分

水鱼嘴利用地形可以自动调节内外江水量，飞沙堰利用天然河道的水流特

点，泄洪的同时还可将大部分卵石排入外江。 

② 灵渠 

灵渠的大小天平减缓了水流，将河水分导入南北渠道，如遇洪水还可泄洪。

南渠充分利用天然河道挖深加宽，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为刚刚统

一的王朝开发岭南地区创造了条件。 

（1）将材料一的表格填写完整，(2分) 依据材料一概括两项水利工程的共同点。(2 分) 

 

 

材料二   2000年都江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赞誉为“文明世界的伟大杰作” “造福人民的伟大

水利工程”.建国以来,都江堰灌溉面积由 1949年的 280万亩发展到 1998年的 1007万亩,灌区范围发展到

缺水的川中丘陵区,是这一区域供水的枢纽工程.它除了供灌区 1800万人的生活用水外,还要满足灌区农业、

工业和环境用水. 

（2）依据材料二,概括都江堰在当代发挥的作用.。(2分) 

 

 

（3）2020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有以下宣传标语：传播文物价值，展现中华风采，全民参与保护，资

源你我共享。从中任选一个角度，谈谈如何保护或传承中华文明优秀成果？(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