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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３分，共６０分）

１．你喜欢恐龙吗？２００３年底，一条题为“元谋人故乡发现大量恐龙化石群”的消息在互

联网上迅速传播，你知道元谋人故乡在 （　　）

Ａ．四川省　　　　Ｂ．陕西省　　　　Ｃ．北京周口店　　　　Ｄ．云南省

２．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北京人特征的是 （　　）

Ａ．过群居生活 Ｂ．使用打制石器

Ｃ．平均寿命为６０岁以上 Ｄ．保留了某些猿的特征

３．下列各项不属于山顶洞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项是 （　　）

Ａ．使用打制石器 Ｂ．懂得磨光和钻孔技术

Ｃ．使用天然火 Ｄ．懂得人工取火

４．考古人员在北京人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木炭和几处较大的灰烬堆，这说明北京人

（　　）

Ａ．会建造房屋 Ｂ．会使用天然火

Ｃ．会制造彩陶 Ｄ．会种植水稻

５．右图中的房屋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最早建造这种房屋的是

（　　）

Ａ．元谋人 Ｂ．北京人

Ｃ．河姆渡人 Ｄ．半坡人

６．北京人过群居生活的主要原因是 （　　）

①血缘关系的结合　②工具简陋粗糙　③人们头脑简单　④生活环境险恶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①③ Ｄ．②④

７．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北京人的生活 （　　）

Ａ．用火烧烤食物 Ｂ．使用打制石器 Ｃ．过群居生活 Ｄ．人工取火

８．　　　　是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的典型代表，它的发现成为古人类考古和研究史上

的里程碑 （　　）

Ａ．北京人 Ｂ．山顶洞人 Ｃ．古猿人 Ｄ．元谋人

９．最早能够用陶罐从水井中取水饮用的我国原始居民是 （　　）

Ａ．北京人 Ｂ．山顶洞人 Ｃ．半坡原始居民 Ｄ．河姆渡原始居民

１０．半坡居民和河姆渡居民比北京人进步的表现是 （　　）

①会种植农作物，开创原始农耕文化　②普遍使用磨制石器　③会建造房屋，过着

定居生活　④会制作陶器

Ａ．①②③④ Ｂ．①②③ Ｃ．②③④ Ｄ．①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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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河姆渡遗址是中国东南沿海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特征是具有浓郁的江南

水乡地域特点。其居住的房屋是　　　　，这种结构可视为楼房的雏形 （　　）

Ａ．草木结构 Ｂ．干栏式结构 Ｃ．半地穴式结构 Ｄ．砖木结构

１２．下列文物图片中，属于生产工具的是 （　　）

１３．假如你生活在半坡原始居民时代，你在猎获一头野猪后要把猪腿剁下，你使用的工

具是 （　　）

Ａ．打制石器 Ｂ．磨制石器 Ｃ．青铜剑 Ｄ．铁斧

１４．传说中的黄帝被后人尊称为“人文初祖”，是因为他对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下列图中反映黄帝贡献的是 （　　）

Ａ．① Ｂ．①② Ｃ．①②③ Ｄ．①②③④
１５．考古人员在半坡遗址发掘范围内发现了一处半坡原始部落居住者举行“祭天礼地”

活动的场所。如果半坡原始居民用“祭天礼地”的方式庆祝粮食丰收，你知道他们种

植的主要粮食作物是什么吗 （　　）

Ａ．水稻 Ｂ．玉米 Ｃ．粟 Ｄ．红薯

１６．某校组织了为期五天的“华夏文化，红色之旅”夏令营活动，学生们到西安拜谒黄帝

陵，随后瞻仰革命圣地延安，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你认为黄帝陵成为这次活动的

目的地之一的主要原因是 （　　）

Ａ．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Ｂ．因为那里的风光特别的美丽

Ｃ．因为传说中黄帝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Ｄ．因为毛泽东曾写有《祭黄帝陵文》

１７．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龙的形象突出地反映了 （　　）

Ａ．中国人善于想象 Ｂ．中华民族的锐意进取精神

Ｃ．华夏族是由不同部落融合而成的 Ｄ．中华民族的团结友爱传统

１８．我国原始社会结束在 （　　）

Ａ．黄帝时期 Ｂ．尧时期 Ｃ．舜时期 Ｄ．禹时期

１９．禹建立夏朝的时间是 （　　）
—２—



Ａ．约公元前２０７０年 Ｂ．约公元前２００７年
Ｃ．约公元后２０７０年 Ｄ．约公元前２０１０年

２０．我国原始社会结束的根本原因是 （　　）

Ａ．自然环境的变化 Ｂ．生产力的发展
Ｃ．部落间战争的增加 Ｄ．禅让制遭破坏

二、填空题（每空２分，共１０分）

２１．北京人使用　　　　石器，半坡原始居民普遍使用　　　　石器。
２２．半坡遗址位于今　　　　省，河姆渡遗址位于今　　　　省。

２３．涿鹿之战后，炎帝、黄帝部落结成联盟，经过长期发展，形成日后的　　　　族。
三、读图说史（６分）
２４．读下图。

根据以上图片的先后顺序，简要概述我国从人类起源迈向文明的基本过程。

四、材料分析题（１８分）
２５．阅读下列材料：

人类的祖先中有一些聪明人逐渐发现一些谷类可以在某种土地上进行人工栽
种，又发现捕获的小动物可以关在家里饲养，让它们繁殖。年深日久，一再改进，终
于进入了可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农业时代。这样，人类可以自己生产食物，不
再完全依靠大自然的恩赐，在农闲的时候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发明创造，改进工具，
逐渐跨入文明的大门。所以，农业是文明之母，任何民族不经过农业时代，就不能进
入文明。
请完成：
（１）由材料可知，人类进入农业时代的主要表现有哪些？（３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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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原始的农业生产应具备哪些基本条件？（３分）

（３）为什么说农业是文明之母？谈谈你的认识。（２分）

２６．阅读下列材料：

通大川，决壅塞……疏三江五湖，注入东海，以列黔首。

请回答：

（１）材料原文的大意是什么？（４分）

（２）根据材料概括这种治水的方法是什么？（２分）

（３）这是谁治理哪条河流的方法？他在治水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哪些精神值得我们

学习？对你今后的工作和学习有哪些启示？（４分）

五、简答题（６分）

２７．河姆渡原始居民比北京人、山顶洞人在生产生活上有了哪些进步？

—４—



一、选择题（每小题３分，共６０分）
１．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都是我国境内著名的原始人类。获得他们生产生活的第一
手资料，要通过 （　　）
Ａ．神话传说　 　　Ｂ．史书记载　　 　Ｃ．学者推断　　 　Ｄ．考古发掘

２．以下文物图片集中反映了我国远古时期 （　　）

Ａ．元谋人的生活状况 Ｂ．北京人的生活状况
Ｃ．山顶洞人的生活状况 Ｄ．半坡人的生活状况

３．右图是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舞阳出土的七孔骨笛，这说
明 （　　）
①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演奏音乐　②当时的人们已经会使用磨制技术　③当时的
人们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时期　④当时的人们已经会饲养家畜　⑤当时的人们已
经掌握了钻孔技术
Ａ．①②④ Ｂ．①②⑤ Ｃ．①②③④⑤ Ｄ．②③④⑤

４．下列最符合史实的是 （　　）
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畜牧业的国家
Ｂ．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西红柿的国家
Ｃ．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和粟的国家
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文字的国家

５．人和动物的最根本区别是 （　　）
Ａ．使用火 Ｂ．直立行走 Ｃ．会不会制造工具 Ｄ．群居生活

６．北京人生活在距今约 （　　）
Ａ．８０万～４０万年前 Ｂ．２０万～９０万年前
Ｃ．７０万～２０万年前 Ｄ．６０万～３０万年前

７．导致下图中两种房屋结构不同的主要原因是 （　　）

Ａ．生活习惯 Ｂ．生产工具 Ｃ．自然环境 Ｄ．生产力水平
８．下面几项叙述了我国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情况，在河姆渡、半坡原始居民时代不可能
出现的情况是 （　　）

—５—



Ａ．用火把肉烧熟食用 Ｂ．使用陶器
Ｃ．过定居生活 Ｄ．人死后有玉器等陪葬物

９．暑假期间，王军实地参观了陕西西安一处原始人类遗址，下图是他拍下的照片，据此
推断这个遗址是 （　　）

Ａ．元谋人遗址 Ｂ．北京人遗址
Ｃ．半坡遗址 Ｄ．河姆渡遗址

１０．符合以下几项内容的古代人类是 （　　）
①由血缘关系结合起来　②财产公有　③生活在黄河流域　④使用磨制石器
Ａ．北京人 Ｂ．山顶洞人 Ｃ．河姆渡居民 Ｄ．半坡居民

１１．下列有关禹的传说，正确的一项是 （　　）
①杰出的部落联盟首领　②治水英雄　③用“禅让”来传递首领的位置　④我国原
始社会走到尽头时的部落联盟首领
Ａ．①② Ｂ．①②③ Ｃ．①②④ Ｄ．③④

１２．称中华儿女为“华夏儿女”，主要原因是 （　　）
Ａ．炎帝和黄帝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Ｂ．炎帝和黄帝在阪泉展开大战
Ｃ．炎帝和黄帝联合不断繁衍形成华夏族的主体
Ｄ．炎帝和黄帝联合打败蚩尤

１３．对“禅让”的准确解释是 （　　）
Ａ．我国历史上的民主推举制度
Ｂ．我国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领之间实行的民主推举制度
Ｃ．我国原始社会平等的民主制度
Ｄ．我国原始社会人们之间的相互谦让制度

１４．从山顶洞人缝制衣服到河姆渡原始居民制作原始乐器，再到仓颉发明文字。这直接
反映出 （　　）
Ａ．生产工具的进步 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Ｃ．人类文明的进步 Ｄ．原始社会逐步解体

１５．“吾祖峻德，万古流芳；平定荒漠，举世称殇。……造车指南，辨兆万民不易之方向。”
这是２００５年５月，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拜谒何处时的祭文 （　　）
Ａ．炎帝陵 Ｂ．黄帝陵 Ｃ．始皇陵 Ｄ．中山陵

１６．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７日，百载难逢的奥运圣火，走进了千年古城绍兴，并以大禹陵为起点，
经历了名副其实的文化之旅。大禹 （　　）
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 Ｂ．自称为“始皇帝”，建立皇帝制度
Ｃ．是华夏族的人文初祖 Ｄ．是治水英雄，最早实行禅让制

１７．下列古人类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有 （　　）
①北京人　②山顶洞人　③半坡人　④河姆渡人
Ａ．①② Ｂ．②③ Ｃ．③④ Ｄ．②④

１８．下列发生在我国原始社会的大事，按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一项是 （　　）
—６—



①农耕已是人们主要的生产活动　②制作弓箭、烧制陶器　③使用天然火　④人工
取火
Ａ．③④①② Ｂ．②③①④ Ｃ．③④②① Ｄ．①②③④

１９．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出现在我国的 （　　）
Ａ．山顶洞人时期 Ｂ．河姆渡原始居民时期
Ｃ．半坡原始居民时期 Ｄ．大汶口原始居民时期

２０．我国原始社会结束的标志是 （　　）
Ａ．禅让制的实行 Ｂ．华夏族的形成
Ｃ．磨制石器的使用 Ｄ．夏朝的建立

二、填空题（每空２分，共１０分）
２１．目前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人类，距今约　　　　万年。距今约　　　　千年的河姆
渡居民已经开始种植水稻。

２２．我国的　　　　人最早掌握人工取火技术。　　　　原始居民已会烧制彩陶。
２３．我国是世界上发现　　　　遗址最多的国家。

三、读图说史（８分）
２４．观看下面两幅图片，回答问题。

（１）图一是　　　　人头部复原像，其距今约　　　　年。图二是　　　　人头部
复原像，其距今约　　　　年。
（２）图二与图一的头部复原像有哪些不同？

（３）图二在生产、生活上比图一有哪些进步？

四、材料分析题（２２分）
２５．阅读下面材料：
材料一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
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材料二　

材料三　

—７—



请回答：
（１）根据材料一分析远古居民住在什么地方？请你想一想，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住在
什么地方？（４分）

（２）材料二反映的是什么地方的房屋，这种房屋被称为什么样式？你能结合地理知
识分析一下这种结构有什么好处吗？（５分）

（３）材料三反映的是什么地区的房屋？假设你到此地来做客，请你设想一下招待你
的主食会是什么？（４分）

２６．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材料二　据新华社报道，２００５年５月６日，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率亲民党大陆访
问团，祭拜了有“中华第一陵”之称的黄帝陵。他代表访问团公读《拜黄帝陵祭文》，
他说，今天以感恩的心，以虔诚的心来完成我们的心愿。黄帝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
的祖先，到黄帝陵来看过之后，就了解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血缘都是本于同一血
脉、同一源头。我们的先民几千年以前，就开始在这里保护山林，保育后代。我们后
代的子孙不仅要保育我们的山林，更要保育我们的祖国，保育我们的文化。
请回答：
（１）你知道材料二中提到的“黄帝”有哪些传说故事吗？黄帝陵在今天的哪一省份？
（２分）

（２）华夏子孙的含义是什么？（２分）

（３）宋楚瑜为什么来祭拜黄帝陵？作为华夏子孙中的一员，你有何感想？（５分）

—８—



一、选择题（每小题３分，共６０分）
１．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朝代更替是人们共知的客观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古
代史，就是一部朝代兴亡史。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是 （　　）
Ａ．清朝　　　　　Ｂ．夏朝　　　　　Ｃ．唐朝　　　　　Ｄ．商朝

２．俗话说“故土难离”，造成商朝前期多次迁都是因为 （　　）

①政治动乱　②外族入侵　③水患　④干旱
Ａ．①③ Ｂ．①④ Ｃ．①② Ｄ．③④

３．《左传》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这
条史料反映了西周什么社会制度 （　　）
Ａ．禅让制 Ｂ．世袭制 Ｃ．分封制 Ｄ．土地制度

４．巨大的商代司母戊大方鼎可以证明我国商周时期 （　　）
Ａ．青铜工艺水平高超 Ｂ．原始农耕文明出现
Ｃ．牧业发达 Ｄ．铁器开始使用

５．下列三幅图片反映的是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农具，对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
是 （　　）

Ａ．①②③ Ｂ．③②① Ｃ．②①③ Ｄ．②③①
６．商鞅变法的措施中对下列哪几种人有奖励 （　　）

①书读得好的人　②农业生产搞得好的人　③仗打得好的人　④生意做得好的人
Ａ．①② Ｂ．②③ Ｃ．①②③ Ｄ．②③④

７．“可怜赵军做坑魂，自此群雄不敢西”，反映的是下列哪次战役 （　　）
Ａ．城濮之战 Ｂ．桂陵之战 Ｃ．马陵之战 Ｄ．长平之战

８．战国中期，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打败魏国的军事家是 （　　）
Ａ．孙武 Ｂ．孙膑 Ｃ．吴起 Ｄ．伍子胥

９．通过战争成就霸业是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常用的手段。下列成就晋文公中原霸主地位
的是 （　　）

１０．某班手抄报设计的历史辨析栏目中有下列四句话，请你找出反映春秋时期最显著的
政治特点的句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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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国家众多，分裂趋势加剧 Ｂ．霸主“尊王攘夷”扶助弱国
Ｃ．周王室中兴，王权加强 Ｄ．周王室衰落，诸侯争霸

１１．使用诱敌深入的战术打败对手的著名战役是 （　　）
Ａ．牧野之战 Ｂ．城濮之战 Ｃ．长平之战 Ｄ．桂陵之战

１２．下列各项中，属于商鞅变法措施的有 （　　）

①奖励耕战　②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③建立县制　④受封的贵
族传到第三代，就收回爵位和俸禄
Ａ．②③④ Ｂ．①②④ Ｃ．①②③ Ｄ．①③④

１３．下列各项中属我国创世界之最的是 （　　）

①日食和哈雷彗星的记录　②甲骨文的出现　③司母戊鼎的制造　④“殷历”的逐
渐完备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①③ Ｄ．②④

１４．“尊王攘夷”的口号的实质是 （　　）
Ａ．尊崇周天子并击败周边民族的进攻
Ｂ．利用周天子的影响来号令诸侯，发展自己的力量
Ｃ．帮助周天子解除周边民族的威胁
Ｄ．保卫都城，击败周边民族的进攻

１５．有些甲骨文的写法已与现代汉字的写法十分相近了。现代汉字中的“水”字应是甲
骨文字中的 （　　）

１６．２００８年元旦，国务院新修订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开始实施，其中新增的
而且传说与屈原有关的放假节日是 （　　）
Ａ．元宵节 Ｂ．清明节 Ｃ．端午节 Ｄ．中秋节

１７．伴随着铁器、牛耕的使用和推广，我国历史舞台上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是
（　　）

Ａ．奴隶主阶级 Ｂ．奴隶阶级 Ｃ．平民阶级 Ｄ．地主阶级
１８．在战国后期的秦国，一个农民如果想免除徭役，最好的办法是 （　　）
Ａ．投靠县令 Ｂ．逃亡逃避劳役
Ｃ．合法经商致富 Ｄ．大量生产粮食和布帛

１９．“他出生于春秋时的鲁国，学说比较保守，主张仁爱，他的思想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
利用，他还是一位具有罕见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据说有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
人。”这是描述的是 （　　）
Ａ．孔子 Ｂ．老子 Ｃ．孟子 Ｄ．墨子

２０．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　　）
Ａ．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Ｂ．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有的矛盾
Ｃ．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矛盾 Ｄ．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

二、填空题（每空２分，共１０分）
２１．　　　　任用管仲为相。　　　　支持商鞅变法。
２２．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　　　　开始的。　　　　时期，人们测定出一年二十
四个节气。

２３．战国时期，主张“兼爱”，“非攻”的是　　　　。
—０１—



三、读图说史（１０分）

２４．（１）读图回答：

请回答：

①这个器皿的名称是什么？（２分）

②什么时候铸造的？（２分）

③当时青铜器的制作状况如何？（２分）

④商朝青铜器除了这个代表器皿外，还有哪些？主要作用是什么？（４分）

四、材料分析题（２０分）

２５．阅读下列材料：
两千多年以前，周武王决定起义去打倒暴君纣王，就在出兵的那天，天忽然下起

雨来了，许多人都觉得不吉利，建议武王改期。这时候，管占卜的人出来了，他说这
不是坏事，这是“天洗兵”……
请回答：
（１）武王伐纣的基础是什么？（２分）

（２）纣王是哪朝的国君？如何评价他？（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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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材料中的“两千多年以前”大约是哪一年？（１分）

（４）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彻底打败纣王的战役是什么？（２分）

（５）武王伐纣后建立起的朝代是什么？都城在哪里？（２分）

（６）武王建立的这个朝代在哪个国王统治时期灭亡？（２分）

２６．阅读下列材料：

《史记》记载，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守旧的贵族诬告商鞅“谋反”，结果商鞅被

处死。

请回答：

（１）商鞅变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为什么？请说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４分）

（２）从商鞅个人最终被车裂这个结果中，你能得到什么启示？（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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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每小题３分，共６０分）

１．夏朝作为我国奴隶社会开端的主要依据是 （　　）

Ａ．夏朝是我国最早建立的朝代　　　Ｂ．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阶级

Ｃ．实行了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 Ｄ．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机器

２．改革是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请指出
其中的哪项内容，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 （　　）

Ａ．承认土地私有 Ｂ．奖励耕战

Ｃ．废除旧贵族的特权 Ｄ．建立县制

３．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现在已经被认定是夏朝
的文化遗址，那么夏朝的建立者是 （　　）

Ａ．黄帝　　　　　　Ｂ．尧　　　　　　Ｃ．禹　　　　　　Ｄ．舜

４．历史文物是后人了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通过下图所示文物，我们可以了解哪一时
期的历史 （　　）

Ａ．商朝 Ｂ．秦朝 Ｃ．西汉 Ｄ．唐朝

５．“烽火戏诸侯”（如图）演绎了“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故事的主
人公是 （　　）

Ａ．夏桀　　　Ｂ．周幽王　　　Ｃ．周厉王　　　Ｄ．商纣

６．下列是一个描写公元前３５０年生活在关中地区的某人事迹故事，
你认为哪个是不可能的 （　　）

Ａ．他在一次战争中杀敌有功，得到了几十亩土地的赏赐

Ｂ．几年后，他辛勤耕种这些土地，因粮食喜获丰收，政府免除了他的徭役

Ｃ．接着，他用卖粮食得来的钱，又添置了几十亩土地，成了小地主

Ｄ．四十五岁后，他卖掉了所有土地去经商，得到政府的奖励，后来成为富甲一方的大
商人

７．西周时期奴隶的悲惨生活表现在 （　　）

①被迫劳动　②无人身自由　③奴隶主可以随意转让和买卖奴隶　④奴隶主死了，

奴隶做殉葬品

Ａ．①② Ｂ．①②③ Ｃ．①②③④ Ｄ．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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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战国时期发生的著名战役有 （　　）

Ａ．涿鹿之战和牧野之战 Ｂ．牧野之战和城濮之战

Ｃ．马陵之战和长平之战 Ｄ．城濮之战和长平之战

９．下列哪次战役结束后，东方六国再也无力抵御秦军的进攻 （　　）

Ａ．牧野之战 Ｂ．城濮之战 Ｃ．马陵之战 Ｄ．长平之战

１０．下列诸侯国中，属“春秋五霸”，但不属“战国七雄”的是 （　　）

Ａ．晋 Ｂ．秦 Ｃ．楚 Ｄ．齐

１１．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具实力的国家，主要原因是 （　　）

Ａ．推广铁农具 Ｂ．修建都江堰 Ｃ．商鞅变法 Ｄ．使用牛耕

１２．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右边忧国忧民的名言出自
（　　）

Ａ．屈原的《离骚》 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Ｃ．文天祥的《过零丁洋》 Ｄ．岳飞的《满江红》

１３．追求与建立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墨子思想中体现这一特点的主张
是 （　　）

Ａ．“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Ｂ．“仁者爱人”、“从政以德”

Ｃ．“兼爱”、“非攻” Ｄ．“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１４．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化水害为水利的著名工程。中国先民兴建的下列工程中也具
有这一特点的是 （　　）

Ａ．都江堰 Ｂ．长城 Ｃ．大运河 Ｄ．赵州桥

１５．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最早成为统治中心是在 （　　）

Ａ．夏朝 Ｂ．商朝 Ｃ．西周 Ｄ．东周

１６．鲁国的天文学家观测并记载下世界上有关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是在 （　　）

Ａ．６１３年 Ｂ．公元前６１３年 Ｃ．６３１年 Ｄ．公元前６３１年

１７．农村的青年结婚有查日子的习俗，一般会按农历选好日子，你知道我国的农历起源
于何时吗 （　　）

Ａ．商朝 Ｂ．夏朝 Ｃ．周朝 Ｄ．黄帝时期

１８．下列哪种生产工具的出现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　　）

Ａ．石器 Ｂ．铜器 Ｃ．铁器 Ｄ．玉器

１９．以下诸子百家的言论中，集中体现了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理念的是 （　　）

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Ｂ．“兼爱”、“非攻”

Ｃ．“无为而治” Ｄ．“为政以德”

２０．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不能说明 （　　）

①社会正发生重大变革　②各国统治者十分开明　③各学派纷纷发表意见　④儒
家思想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②③ Ｄ．②④
二、填空题（每空２分，共１０分）

２１．夏朝建立于公元前　　　　世纪。西周建立于公元前　　　　世纪。

２２．商汤时期著名的大臣是　　　　。周文王时著名的大臣是　　　　。齐桓公时著
名的大臣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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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读图说史

２３．阅读下图：（１０分）
请回答：
（１）图中人物是谁？他是哪里人？（２分）

（２）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哪些？（４分）

（３）说出他的主张中一个对你最有启示的教育理念。（４分）

四、材料分析题（２０分）

２４．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
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李斯《谏逐客书》

材料二　今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
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
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炒属籍……而集小（都）乡邑聚
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尽。

———《史记·商君列传》

请回答：
（１）材料一对商鞅变法有何评价？（４分）

（２）材料二中体现了商鞅变法的哪些内容？（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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