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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版带答案高中历史上第二单元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

族封建国家的发展专项训练题 

 

 

单选题 

1、唐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开创了政治新格局，结合所学可知，唐朝主要“新”在 

A．宰相集体议事，分工明确 B．中央增设中朝，加强皇权 

C．创立科举制度，任人唯贤 D．实行盐铁官营，增加财政 

答案：A 

解析： 

三省六部制将宰相一分为三，宰相集体议事，分工明确，加强了君主专制，A项正确；中央增设中朝、实行盐铁

官营是在汉武帝时期，排除 B、D项；创立科举制度是在隋朝，不符合题意，排除 C项。故选 A项。 

2、2020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的境外路线以古丝绸之路为主线设计。观察下图，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请回答： 

（1）A处是历史上著名的关口           ；B处以东的地区古称             ；C处以西是          国家；D处是秦汉时期生活

在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             。 

（2）西汉时期，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根据上图，写出“丝绸之路”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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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明朝时期，经过郑和下西洋的开拓，最远可到达          和 

            。 

答案：（1）玉门关、西域、罗马、匈奴 

（2）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境内,运到西亚,再由西亚转运到欧洲。  

（3）红海沿岸;非洲东海岸 

解析： 

（1）填空：通过观察图片，结合所学知识可知，A处为丝绸之路上著名的关口玉门关； B处即葱岭以东在古代

称西域；C处以西为当时的大秦即罗马；D处是秦汉时期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 

（2）路线：根据图中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基本路线为，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

今新疆境内，运到西亚，再由西亚转运到欧洲。 

（3）填空：根据所学知识可知，郑和下西洋时，最远到达的地方为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 

3、王莽统治 

（1）________新政：王莽针对西汉后期的社会矛盾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试图挽救社会危机，但措施不切实

际，反而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2）政权覆亡：王莽统治末年，国家出现严重的________和蝗灾，________、赤眉等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23

年，绿林军在________击败王莽军队主力。随后，绿林军攻入长安，推翻王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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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王莽     旱灾     绿林     昆阳 

解析：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王莽针对西汉后期的社会矛盾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被称为王莽新政；王莽统治后期，

国家出现严重的旱灾，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爆发；23年，绿林军在昆阳击败王莽主力。 

4、唐肃宗曾明令“谏议大夫论事，自今以后不须令宰相先知”；唐德宗时重申，“御史得专弹劾，不复关白于中丞

大夫”。这些规定 

A．提升了中枢机构行政效率 B．意在限制三省长官的权力 

C．赋予监察职权相对独立性 D．强化了监察机构内部分工 

答案：C 

解析： 

由材料可知，谏议大夫、御史在行使监察权时无需向宰相和中丞大夫等上级主管官员汇报，这些规定赋予监察

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的特殊地位，C项正确；监察权非行政权，无法提高行政效率，排除 A项；材料强调唐代

监察体系的独立和完善，与“限制三省长官权力”无关，排除 B项；材料未体现“监察机构的内部分工”情况，排除

D项。故选 C项。 

5、开疆拓土 

（1）◇ 反击匈奴：汉武帝任用________、霍去病为将，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夺取了阴山以南和河西走廊

的大片区域。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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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骞出使西域：为配合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派遣________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道路，大大促

进了西域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 

（3）开辟“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织品沿着这条道路传向中亚、西亚、欧洲和北非，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公元前 60年，西汉在乌垒城设置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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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对东南和西南的控制：西汉对东南沿海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也比以前更加有效。统一多民族

封建国家得以巩固加强。 

 

答案：     卫青     张骞 

解析：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汉武帝任用卫青、霍去病为将，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夺取了阴山以南和河西走廊的

大片区域。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促进了西

域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 

6、孝文帝推行“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等措施，增强了北魏实力，推动了历史进步。其改

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 

A．改革顺应民族交融趋势 B．北魏实现北方统一 

C．孝文帝的改革决心坚定 D．改革措施全面易行 

答案：A 

解析：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北魏孝文帝改革主要是封建化过程，增强了北魏实力，推动了历史进步，所以其取得成功地

根本原因是顺应了民族交融趋势，A项正确；北魏实现北方统一，是改革的前提，排除 B项；孝文帝的改革决

心坚定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根本原因，排除 C项；改革措施全面易行也不是根本原因，排除 D项。故选

A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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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繁荣与开放的朝代，它不仅有开放的对外政策，还有开明的民族政策。下列哪一历史事件

体现了“开明的民族政策”（  ） 

A．遣唐使来华 B．文成公主入藏 

C．玄奘西行天竺 D．鉴真东渡日本 

答案：B 

解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繁荣与开放的朝代，它不仅有开放的对外政策，还有开明的民族

政策。文成公主入藏体现了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密切了汉藏关系，B项正确；“遣唐使来华”、“玄奘西行天竺”

和“鉴真东渡日本”均属于中外交往，与“开明的民族政策”无关，排除 A、C、D项。故选 B项。 

小提示： 

8、“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

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最能够反映该时代风貌的文学艺术成就是 

A．戏曲情节曲折复杂，趋向长篇化创作 B．文学风格各异，有建安文学、田园诗等 

C．绘画不强调写实，重意境和笔墨情趣 D．书法融汇南北不同风格，创出新风格 

答案：B 

解析： 

魏晋时期，文学风格各异，有建安文学、田园诗等，B项正确；明清时期戏曲情节曲折复杂，趋向长篇化创作，

排除 A项；宋元时期，绘画不强调写实，重意境和笔墨情趣，排除 C项；隋唐时期，书法融汇南北不同风格，

创出新风格，排除 D项，故选 B项。 

9、商周时期的特征：________社会经济发展并走向繁荣。 

答案：奴隶制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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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商周时期是奴隶制社会经济发展并走向繁荣。 

10、下面为唐宋进士成分情况表。该表可以用来说明（  ） 

唐（830 名进士） 
宋理宗宝祐四年（570

名进士） 

士族子弟 小姓 

寒 素

家 庭

子弟 

三 代

不仕 

父 亲

有 仕

（ 官

职 多

属 低

品） 

其他 

70.96% 13.14% 15.9% 53.86% 22.63% 24.51% 

A．唐宋世家大族的影响巨大 B．唐宋科举制选拔方式发生变化 

C．宋代科举取士的人数减少 D．宋代社会阶层流动性得到加强 

答案：D 

解析： 

根据表格数据可知，与唐代相比，宋代进士中，更多的人祖上没有官职或者只是低级官吏，这说明宋代科举制

下，门第对社会的影响力减弱，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更强，D 项正确；宋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影响力明显降低，排

除 A 项；唐宋科举选拔的方式并未发生变化，都是按照科举成绩选拔，排除 B 项；宋代科举录取人数超过唐代，

排除 C 项。故选 D 项。 

小提示： 

11、唐朝诗人孟郊考中进士后，写了一首诗《登科后》，描述了他登科后骑着马在京城游街时那种志得意满的

情景。当时的科举制 

A．加强了中央集权 B．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 

C．以家世为选拔标准 D．由郡县长官举荐人才 

答案：A 

解析： 

科举制将选官权力集中在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A 项正确；宋代以后，科举制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排除 B

项；九品中正制以家世为选拔标准，排除 C 项；察举制由郡县长官举荐人才，排除 D 项。故选 A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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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约_______，_______建立夏朝；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从此，我国漫长的原始社会结束，奴隶社

会开始。_________继承父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答案：前 2070年 禹 启 

解析：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禹建立了夏朝，时间是在公元前 2070年，其子启继承王位。 

13、战国 

（1）时间：________-________。 

（2）开始标志：________、田氏代齐。 

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大夫将晋国瓜分，齐国大夫田氏也取代了原来的姜姓国君。 

（3）经过长期纷争，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史称“________”。 

 

答案：     前 475年     前 221年     三家分晋     战国七雄 

解析： 

（1）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战国是公元前 475年-前 221年，秦朝的统一。 

（2）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战国时期开始的标志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 

（3）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经过长期纷争，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 

14、史学成就 

（1）《史记》 

作 西汉的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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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内 
容 

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形式叙述了上起皇帝、下至汉武帝年间约 3000 年的历史，首创了
________体裁。 

评 
价 

文字精炼，人物刻画与叙事生动，不虚美、不隐恶，是一部兼具史学和文学特色的不朽名著。 

（2）《汉书》：东汉________撰写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答案：     司马迁     纪传体通史     班固 

解析： 

《史记》的作者是西汉的司马迁；首创了纪传体通史体裁；《汉书》是东汉的班固撰写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15、措施：汉承秦制，但地方行政制度采取________。这给汉王朝的统治和稳定埋下了隐患。汉景帝在位时削

减诸侯封地，引发了吴、楚等________ 

答案：     郡县与分封并行制     七国叛乱 

解析：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西汉初年的各种制度基本沿袭秦朝，史称“汉承秦制”，但地方行政制度采取郡县与分封并行

制，这给汉王朝的统治和稳定埋下了隐患。汉景帝在位时，削减诸侯封地，引发了吴、楚等七国叛乱。所以，

①处为郡县与分封并行制，②处为七国叛乱。 

填空题 

16、北朝 

（1）含义：4世纪末到 7世纪初，北方先后存在的________ 、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 5个王朝合称北朝。 

（2）政权更迭：4世纪末建立北魏， ________ 年统一北方；6世纪前期，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稍后又分别



10 
 

被北齐、北周取代；北周内政修明，灭掉北齐；隋朝取代________ ，灭掉陈朝，完成统一。 

 

（3）北魏孝文帝改革 

①时间： ________世纪后期。 

②措施：迁都________ ；改穿汉族服饰；朝中统一说________ ；改姓汉姓；仿士族划分门第，鼓励鲜卑贵族与

汉族高门士族通婚。 

   

③意义：顺应了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大大缓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北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为

以后北方统一南方及________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答案：     北魏     439     北周     5     洛阳     汉语     隋唐盛世 

解析：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北方先后存在北魏、东西魏和北齐北周；439 年北魏统一北方；隋朝取代的是北周，灭掉陈，

统一全国；5世纪后期，北魏孝文帝改革，迁都洛阳；统一说汉话；北魏孝文帝改革为隋唐盛世奠定基础。 

17、建立：________年，李渊在________称帝，建立唐朝。李渊就是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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