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年级历史学科第 12 课时《中国古代通史专题 12》拓展任务与提升 

 

1.下列是关于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应用的记述，其中与下图所示形势相关的是

 

A.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决死生之分 

B.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带领壮士突火先登入城 

C.止印三二张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 

D.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盖一舟之人命所系也 

2.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享誉世界。下列各项符合唐代手工业状况的是 

A.冶铁业重开始使用灌钢法     B.开通丝绸之路产品远销欧亚 

C.民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     D.形成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 

3.“（三省六部制下）三分相权，扩大了议政人员的名额，收到了集思广益的效

果。各部职责有明确的分工，有利于皇帝的集权与政令的贯彻执行，提高了行政

效率。“这表明三省六部制 

A.使君主专制统治空前强化    B.充分发挥了国家机构的效能 

C.有效地限制了皇权的滥用    D.具有三权分立政治的民主性 

4.唐朝后期夜市不断发展繁荣，唐诗“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夜雨千灯照

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纭。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就描写了夜市的繁

荣景象。当时夜市的繁荣表明 

A.其对当时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   B.江南地区成为中国经济重心 

C.以工商业著称的市镇蓬勃兴起   D.全国性的商业中心已经形成 

5.中国古代某一时期，朝廷与地方矛盾尖锐。某节度使派人到中书省办事，因其

态度恶劣，遭宰相武元衡呵斥。不久，武元衡在靖安坊的东门被该节度使派人刺

杀。此事发生在 

A.汉长安        B.唐长安     C.宋汴梁        D.元大都 

6.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人们通常认为太宗之治（626—649）是唐代“理想制度”的形成时期，

是一个以良好和井井有条的施政著称的经济期。8世纪后期和 9世纪的作者在怀

旧时当然把它说成是黄金时代。但事实上太宗在执政时并没有制定新制度，政府

的政策也没有大变化。政府的基本结构、行政细节以及政府干预的限度这一十分



重要的问题早在隋代已被建立和解决，只是在唐高祖时稍加修改后又被采用，并

体现在 624 年颁布的一些法典化的法律中。  

——费正清、崔瑞德《剑桥中国史·隋唐史》  

材料二  唐朝开国之君虽为高祖，然其事业，实在大部分是太宗做的。……高

祖传位于太宗，遂开出公元 627 至 649 的 23 年间的“贞观之治”。历史上记载

他的治绩，至于行千里者不赍（带着之意）粮，断死刑岁仅 39 人，这固然是粉

饰之谈，然其时天下有丰乐之实，则必不诬的了。隋、唐时的制度，如官制、选

举、赋税、兵、刑等，亦都能将前代的制度加以整理。  

——吕思勉《中国通史》  

根据材料一、二，两位学者是如何评价唐太宗在“制度”上的作为的？结合所

学知识，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及律法等方面有什么建树？简要评述明君、盛世与

制度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