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年级历史学科第 7 课时《中国古代通史专题 7》课后作业 

 

1.东周时期(公元前 8——公元前 3世纪)被称为社会制度嬗变、以黄河流域为中

心的共同的文化圈、经济圈形成期。下列史实与这一观点相关的是 

A.中国疆域版图的最终确定期      

B.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巅峰期 

C.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基本形成期    

D.中央集权国家模式的完善时期  

2.四川省博物馆藏有一块文字残缺的《九域守令图》石碑，其中一段碑文是：“至

于□国，天下分而为七。□并四海，变易古制，始为□县，更□、□分裂，至□

灭陈，天下方合为一。” “□”处缺失的文字应该是 

A.周        B.秦        C.汉        D.唐 

3.《史记·河渠书》对中国古代某水利工程记载道：“渠就，用注填阏（淤）之

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 

卒并诸侯。”此水利工程位于右图中                  

A.①                            

B.② 

C.③ 

D.④ 

 

4.有学者把先秦到秦汉的历史列为“方国→王国→帝国”，这主要说明秦汉特殊

地位在于 

A.最高统治者开始建立皇帝制    

B.中原王朝统治范围极大扩张 

C.周边政权完全臣服于秦汉      

D.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形成 

5.秦朝在交通方面的贡献，除开凿灵渠外还有 

①统一车轨                    ②开通“丝绸之路”   

③修驰道、直道                ④修筑万里长城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①③ 

6.中央集权制是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地方官吏由中央政府任免的

行政制度，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西周分封制下的诸侯要服从周王的命令，所以，分封制实际就是中央集权

制 

B.商鞅变法时就废分封、行县制，所以中央集权制最迟出现于战国时期 

C.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后，把中央集权制向全国推广，从此，中国历史进入黑

暗时代 

D.中央集权制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无

法实行的 

7.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与印度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华文明的

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下列制度中最有利于维护古代中国政治实体统一与连续的

是 

A.分封制       B.三省六部制        C.君主专制       D.中央集权制 

8.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严格说来，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

秦汉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他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秦汉

时期实行了 

A.中央集权制    B.三公九卿制       C.分封制       D.皇帝制 

9.下面各项与“土”相关的解读中，不准确的是 

A.“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实为一种名义上的土地国有制度 

B.“六合之内，皇帝之土”是指皇帝对全国拥有至高的主权 

C.“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即废除郡县制 

D.“王在，礼治在，军令行，是王道乐土”意在维护封建正统 

10.钱穆认为中央集权制度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

今日，我们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

称赞它是“中国历史上无上成绩”。以下关于中央集权制度表述正确的是 

A.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是因为当时中国周边复杂的国际环境决定的 

B.中央集权制度被公认为开启了世界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的先河 

C.不能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政治和文化保障 

D.既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也保障了中华文明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