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年级历史学科第 11 课时《中国古代通史专题 11》拓展任务与提升 

 

1.下列选项中，对材料解读准确的是 

 
A.陈寿的作品于明清成为“四大奇书”之一 

B.此时鲜卑拓跋部改国号为魏，定都平城 

C.汉武帝时期的海上交通线促进文化交流  

D.儒家文化是东北亚地区文化的重要内容 

2.下列叙述准确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成就的是 

①农业科技领域出现系统理论著作  

②书法从自发阶段进入到自觉阶段 

③士大夫画家总结出精辟的绘画理论 

④反映市民阶层生活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 

A.②③④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 

3.标志着我国精耕细作传统农业在唐代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的是 

 
①            ②            ③            ④ 

A.④          B.①       C.②          D.③    

4.“自扬（扬州）、益（今四川地区）、湘南至交（南岭）、广、闽中等州，

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这一材

料评价的是 

A.通行全国的驰道      B.沟通南北的大运河 

C.丝绸之路的开通      D.海上陶瓷之路兴盛 

5 隋朝规定“（丁）民满五十，纳庸代役”；公元 624 年高祖颁布“……凡丁，岁役

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下列关于“庸”的理解正确的是 

 

公元 258 年，陈寿撰成《三国志》，是一部以曹魏为正统的纪传体三国史；

同年，鲜卑部落慕容廆攻扰辽西郡；百济王国（位于朝鲜半岛）再遣博士王仁出

使日本，携带《论语》等书，呈现应神天皇…… 



①输庸代役有利于保障农时    ②唐与隋相比放宽纳庸年限 

③相对减轻农民的劳役负担    ④租庸调制的基础是均田制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④ D．③④ 

 

6.依据相关材料并结合所学，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晋书》记载：“昔中原丧

乱，流寓江左（江左：指长江下游南岸地

区），庶有旋返之期，故许其挟注本

郡。”东晋政府允许侨人（侨人：指寓居

南方的北来人口）登记户籍，注明本人的

原籍，并给予免除赋役之优待。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分别指出南、北方

统治者面对大规模民族迁移所采取的措施

及影响。                            4至 6世纪中国境内民族迁移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