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年级历史学科第 9 课时《中国古代通史专题 9》拓展提升 

 

1.下列对汉字形体演变阶段的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A.甲骨文→小篆→金文→草书 

B.金文→籀文→隶书→草书 

C.金文→甲骨文→大篆→楷书 

D.甲骨文→籀文→隶书→行书 

2.图中是国家博物馆“秦汉文明展”中出土于甘肃天水的“秦铜诏铁权”(砝码),

上面刻有篆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

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这件文物可以 

①作为研究秦朝历史第一手资料  

②用来研究秦朝郡县的设置问题 

③用来研究秦朝衡器的标准问题 

④用来研究秦朝的文字统一问题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3．2016年，在北京市通州区发掘出汉代渔阳郡路县城址和 800 余座战国至汉代

墓葬。出土了钱币及大量陶屋、陶仓等随葬品。这些考古发现，有助于研究 

①秦汉时期郡县的设置状况      ②本区域古代农业发展状况 

③汉代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情况    ④大运河对本区域交通的影响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4.中国古代有立法保护耕牛的传统，秦汉时期皆立法严禁杀牛，魏晋南北朝时规

定“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这一现象表明 

A．西周宗法制度尚存        B．注重保护生态平衡 

C．农业受到官府重视        D．立法过于严苛细密 

 

 



5.《史记·平准书》记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溢为名，为上

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

藏，不为币。”《汉书·食货志》记载为“秦兼天下，币为二等。”1975 年湖

北出土的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则提到“金、布、钱”三等币制。这表明  

A．《汉书》的记载比《史记》的记载更可信     

B．研究历史需要运用多种史料进行互证  

C．文献资料比考古发现更接近历史真相        

D．历史文献因其年代久远均变得不可信 

 

6.评价历史人物应以事实为依据。 

岳麓书院藏秦简“秦始皇禁湘山诏”，记载秦始皇巡游湘山（即洞庭湖君

山）时，“登相（湘）山、屏山，其树木野美，望骆翠山以南，树木口见亦关，

其皆禁勿伐”。随行大臣提出：“其禁树木尽如禁苑树木，而令苍梧谨明为骆翠山

以南所封刊（封山禁伐）”。《史记》则记载秦始皇在湘山遭遇大风，几乎不能渡

过湘江，以为当地神灵作怪，“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使其

裸露）其山”。 

      ——摘编自晏昌贵《禁山与赭山：秦始皇的多重面相》 

    根据材料，说明两则史料中有关秦始皇的记述有何不同及出现这种不同叙述

的原因。 

 

 

 

 



7.商鞅方升与统一标准 

商鞅方升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属于国家禁止

出国（境）展览文物。下面是某位同学整理的相

关资料信息。 

请你围绕“商鞅方升是标准器”这一主题，

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和解释，并谈谈你的认识。 

 

类别 信息 解释 认识 

器 物

及 其

规格 

该器物制作于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 344年），

是量器标准器，规定“十六尊(寸)五分尊(寸)”

为一升。经现代技术测定，商鞅方升容积为

202.15毫升。 

  

器 物

铭文 

铭文为两次刻印。第一次是在秦孝公时；第二

次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复刻

的诏书铭文中有：“法度量，则不壹歉（嫌）

疑者，皆明壹（统一）之。” 

 

器 物

使用 

最初颁发给“重泉”（今陕西蒲城东南），秦统

一后，又把它调回检定准确度，补刻诏书后又

发给了“临”（今河北邢台临城县东）。 

方升的使用体

现了国家用标

准器规范各地

的量器。 

 

 

 

 

 

 

 

 



8.历史记录每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个国家的发展提供启示。 

2010 年，北京大学得到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捐赠，收藏了一批从海外回

归的简牍。这批简牍出土于同一地点，抄写于同一时期，字体主要是隶书，小部

分是篆书。 

 

卷号 简牍内容摘录 初步研究成果 

Ο 《三十一年质日》记载“卅一

年十月乙卯朔庚寅” 

“质日”为秦汉时常见的表格形式的日历 

四 

 

《道里书》记述了江汉地区的

水陆交通路线和里程 

所记地名多位于秦南郡范围内，江陵、安

陆、销等是县一级地名 

《制衣》记录的剪裁方法是为

二尺五寸幅宽之布设定 

秦国确定标准布幅宽“二尺五寸”； 

西汉初年则规定为“二尺二寸” 

八 《田书》是各种数学计算方法

和例题的汇编，以二百四十平

方步为一亩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六尺为步”； 

《说文》载“亩，六尺为步，步百为亩，

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推断以上简牍抄写的时期，并扼要说明理由。 

 

 

 

 

 

 

 

 



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

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

怨。 

——贾谊《过秦论》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北狄世为寇乱，今薛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

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

若随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 

——《贞观政要》 

过去，一个王朝的建立，多半是通过一、二次决定性的大战争而解决问题的，

清朝则不是这样。清朝是在入关以后，经过了短时期的大规模战争，长时期的小

规模战争，将近二十年才逐渐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清初的军事时期较长，而军事

行动又反映了民族矛盾。 

——《清代前期的政治与经济》 

（1）根据材料和所学，指出秦始皇、唐太宗和康熙帝面临的民族问题有何不同 

 

 

 

 

 

 

 

（2）说明三位君主是怎样处理面临的民族问题的，及历史影响。 

 

 



（李斯上奏）“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

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

名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也，医乐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

学法令，以吏为师。”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

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

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

矣。 

——节选《汉书·董仲舒传》 

（1）给加波浪线的句子断句。（用“｜”标注） 

 

 

 

（2）秦始皇与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中，对儒法态度有何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