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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国秦汉时期，北方一直是全国的经济重心，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

经济区独占鳌头的局面不复存在了，原本落后的江南经济区获得了显著发展，使

长期以来的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与悬殊性缩小了。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 

A.江南经济发展水平迅速超过北方   B.江南经济开发的新格局初步形成 

C.中原经济区的优势地位不复存在   D.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 

2.《齐民要术》自序：“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

后稷，食为政首。……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这段话主要强调 

A.儒家对农业的重视          B.改进生产工具的意义   

C.历法与农业的关系          D.农业技术的重要性 

3.下列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改进和推广使用的灌溉工具是 

 

        A                B                 C                D 

4.史书曾称颂孝文帝时代“肃明纲纪,赏罚必行,肇革旧轨,时多奉法”。这是因为 

A.推行均田制              B.实行三长制    

C.实行俸禄制度,整顿吏治   D.实行汉制与移风易俗 

5.北魏首创均田制，隋至唐初一直沿用。均田制下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形式是 

A.众人集体生产       B.田庄规模生产    

C.个体农户耕作       D.官府募民耕作 

6.“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协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

迁也。……于是定都洛阳”（出自《魏书李冲传》）。“高祖”迁都洛阳的主要

目的是 

A.减少变法阻力              B.整顿吏治  

C.躲避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    D.便于加强统治和深化汉化 

7.史书记载，北魏统治初期“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孝文帝针对上述

问题采取的改革措施有 

①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之禄        

②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 

③男子十五岁以上，授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   

④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土为万物之元，宜改姓元氏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③ 



8.下列各项对南北朝时期农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有 

①曲辕犁        ②都江堰        ③翻车        ④《齐民要术》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③ 

9.在灌钢法的发明为世界冶炼技术做出划时代贡献的同时，制瓷业中的新品种在

逐步走向成熟，为后期瓷器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这一品种是 

A.白瓷       B.青瓷       C.秘色瓷       D.青花瓷 

10.魏晋时期，出现了一批旅行记、地方志和异物志，如吴人康泰的《扶南传》、

佚名的《交阯外域记》、晋人释道安的《西域记》、法显的《佛国记》等。这反映

了当时 

A.造纸术促进了书籍的流传     B.对外交流促进知识结构更新 

C.探知外部世界成为社会共识   D.经济发展推动对外交流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