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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质量测试

七年级历史
2021.06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共 3 大题，30 小题，总分 50 分.考试用时 50 分钟.

2.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点名称、考场号、座位号、准考证号填写清楚，准考证号

相应的数字用 2B 铅笔涂黑.

3.答选择题时必须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请用橡皮擦干净

后，再选涂其他答案；答非选择判断题必须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写在答题卡指定的位

置上，不在答题区域内的答案一律无效，不得用其他笔答题.

4.考生答题必须答在答题卡上，答在试卷和草稿纸上一律无效.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本大题共 24 小题，每小

题 1分，共 24分）

1.公元 605年起，隋杨帝征发几百万民工开凿大运河。下列关于大运河的描述，正确的是

A.运河中心在长安 B.运河北抵余杭，南至涿郡

C.是隋文帝的政绩 D.起着贯通南北交通的作用

2.这一制度使少数下层土人得以参政，影响到文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结构。它所造成的是一个庞

大的读书人阶层。“这一制度”最早出现在

A.隋朝 B.唐朝 C.宋朝 D.明朝

3.“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原俱丰实。九州道路无幼虎，

远行不劳吉日出。”杜甫这首诗称赞的是

A.文景之治 B.贞观之治 C.开元盛世 D.康乾盛世

4.唐代诗人徐来军的《调笑令》词:“翻倒，翻倒，喝得醉来吐掉。转来转去自行，千匝万未停。

停未，停未，禾苗待我灌醉。”它描述的生产工具是

5.唐朝诗人元棋在其诗作《法曲》中写道:“女为胡阳学胡妆，使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

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这反映了当时的唐朝

A.政治清明 B.经济繁荣 C.文教昌盛 D.民族交融

6.某日本银币出土于西安何家村，铸造于日本和同年间（706 - 714），其形制、重量与“开元通宝”
完全相同。据此推测这枚银币的铸造时间应当是我国历史上的

A.唐朝 B.北宋 C.元朝 D.明朝

7.某小组开展研究性学习时，检索了关键词:“天竺”、“《大唐西域记》”、“那烂陀寺”。
他们研究的主题是

A.玄共西行 B.鉴真东渡 C.郑成功收复台湾 D.张赛通西域

8.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时期的大诗人是

A.李白 B.杜甫 C.白居易 D.颜真卿

9.构建历史知识体系是历史学习的重要方法，而最佳的体系就是时代特征。下面是通过中国古代

时间轴建构的时空定位，其中④所处时期的时代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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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繁荣与开放的时代 B.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巩固

C.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 D.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10.下图是 11世纪中国政权并立形势图，其中 B代表的政权是

A.金 B.蒙古 C.辽 D.西夏

11.宋朝的《神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时

民间还流行着这样的俗语“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这则材料表明宋朝

A.等级森严 B.商业繁荣 C.重农抑商 D.重文轻武

12.岳飞统率“岳家军”北伐，从金军手中收复了许多失地。“岳家军”屡打胜仗的主要原因是

A.统治者反抗金军决心坚定 B.军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

C.将士们对侵略的深恶痛绝 D.朝廷国力强盛，防备森严

13.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最早出现的是实物货币，现今又有了电子货币。纸币最早出现在我

国

A.江苏 B.四川 C.河南 D.陕西

14.《资治通鉴》是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写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下列历史人物不可能出

现在该著作中的是

A.曹操 B.杨坚 C.魏征 D.赵匡胤

15.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的统一王朝是

A.契丹 B.蒙古 C.元朝 D.清朝

16.右图是我国古代两个朝代的国家机构设置示意图，其变化反映了

A.中央集权制度建立

B.君主专制不断强化

C.地方行政机构精简

D.丞相权力不断增强

17.下列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表述错误的是

A.目的是为了提高明朝在国外的地位威望

B.船队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地中海沿岸

C.明成祖称帝后派郑和率领船队出使西洋

D.从 1405年到 1433年先后七次下西洋

18.著名将领戒继光赋诗明志:“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诗中的“危”指的是

A.东南沿海倭患严重 B.台湾被殖民者强占

C.西北地区遭受侵略 D.东北地区遭到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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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明代的一部科技巨著全面总结了我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这部巨著是

A.《天工开物》 B.《本草纲目》 C.《农政全书》 D.《四库全书》

20.一位同学要按照北京城的历史沿革参观以下地点，顺序应为

①元大都城墙遗址 ②明城墙遗址 ③金中都水关遗址

A.①②③· B.①③② C.②①③ D.③①②

21.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加强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管辖，消政府于

1684年设置了

A.伊犁将军 B.澎湖巡检司 C.台湾府 D.台湾省

22.元朝和清朝分别对西藏进行有效管理的措施是

A.设枢密院、宣慰使司 B.设驿站、伊犁将军

C.设宣政院、驻藏大臣 D.设喝厦、册封制度

23.下列关于清朝前期疆域的表述正确的是

A.北接西伯利亚 B.西北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

C.东至南海诸岛 D.西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24.历史课上，老师设置了一个卡片游戏，请同学们把下列朝代填入卡片空缺处。以下正确的一

项是: ①隋唐 ②秦汉 ③明清 ④宋元

A.①②③④ B.②③①④ C.②①③④ D.②①④③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2 分，每空 1 分，共 6 分。

25.唐宋时期，我国制瓷业已达到很高水平。唐朝___▲___（瓷窑名称）的青瓷和邢窑的白瓷闻

名中外:北宋兴起的江西___▲___，后来发展为著名的瓷都。

26.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不断强化。朱元章设立了由皇帝直接指挥的 ___▲___，作为皇帝的耳目和

爪牙； ___▲___帝设立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军机处，军政大事完全由皇帝

裁决。

27.唐朝统治者对外奉行开放政策，许多国家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如___▲___（国名）派

遣“遗唐使”来华学习先进的中国文化。消朝实行闭关锁国，只开放___▲___一处作为对外

通商口岸。

三、材料解析及探究题:本大题共 3 小题，第 28 题 7 分，第 29 题 6 分，第 30 题 7 分，共

20 分

28.（7分）各民族间的不断交融以及历代统治者的励精图治，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巩

固和发展。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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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如右图

材料三 清军入关后，虽然建立了对全国的统

治，但还没有完成全国真正统一的任务.康熙皇

帝经过极大的努力，平定“三藩”，统一台湾，

粉碎准嘻尔部的分裂活动，终于建立起一个幅

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一吴于应、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

（上卷）请回答:

（1）材料一反映出唐朝怎样的社会风气?（1

分）

（2）据材料二，指出元朝为巩固辽阔的疆土，实施了什么地方行政管理制度?（2分）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熙帝为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新疆、西藏分别

做了什么努力?（2分）

（4）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族交融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2分）

29.（6分）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巅峰时期。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宋代出现了热闹的街市、精致的商业商标、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材料二 朝廷在故都（东京开封）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苏州）又为东南根底.语曰:“苏

湖熟，天下足”.

材料三 从汉末落后到隋唐均势再到两宋超越，南方经济在迅速发展，而这一切，却是北方人

带来的. -以上均摘自北师大版《初中历史》教学参考书

请回答:

（1）材料一中现象或事物的出现说明了什么?（2分）

（2）材料二表明，两宋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发生了什么变化?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

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3分）

（3）据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由两宋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能获得哪些启示?（1分）

30.（7分）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一大创新，但至封建社会后期，逐渐走向没落。阅

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级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锻中矣.（数，原指

箭射出去所能达到的范围，后用以比喻牢笼、图套）”…正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

白头”. --王定保《唐拟言》

材料二 宋初大幅度增加科举进士名额，提高进士地位，进士不仅授官从优，而且升迁迅速.

--部编教材《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

材料三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四百六十余人也。

-（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

请回答:

（1）材料一反映了科举制度最大受益者是谁?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实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2分）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二中呈现的发展状况对宋代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4分）

（3）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三中顾炎武为什么要押击科举制度?（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