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年级历史学科第 13 课时《中国古代通史 13》课后作业 

 

1.读图，判断下列各项表述正确的是 

A.秦始皇在③完成国家统一 

B.东周从①迁都到② 

C.④在元朝被誉为天下第一大港 

D.宋太祖在②“杯酒释兵权”  
 

 

 

 

2.986年，宋太宗派兵伐辽，“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该材料能够说明的是，当时 

A．枢密院掌管军政               B．宰相基本不参与政事 

C．枢密院拥有统兵权             D．北宋为征辽始设枢密院 

 

3.唐僖宗时，（左拾遗）侯昌业上疏：“上不亲政事，专务游戏，赏赐无度，田令孜专权无上，天文变异，社稷将危，

上疏极谏”。上大怒，召昌业至内侍省，赐死。由此推断  

A.引导式劝谏有助于民主政治              

B.尊天道施仁政的理念消亡  

C.左拾遗职责是内侍皇帝起居                 

D.该官隶属于谏诤监察机构  

 

4.下列中枢机构的出现排序正确的是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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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右侧信息概括了中国某朝代的部分特征， 这时期应是 

A.唐朝 

B.宋朝 

C.元朝 

D.明朝 



 

6.宋太祖曾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节度使辖区），纵皆贪浊，亦不及武臣一人也。”为此宋太祖采取的

最重要措施是 
A.设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               B.设枢密使，管理军事 
C.派文臣做知州，管理地方行政           D.设通判，监督知州 
 

7.中国古代常常通过分割和削弱相权来加强皇权。下列表述准确的是 

A.西汉通过削弱诸侯王势力分化相权   B.北魏实行三长制分割丞相得行政权 

C.宋代设立三司使来分割丞相的财权   D.清设军机处消除了皇权与相权矛盾 

  

8. 唐代和宋代都有谏官。唐代谏官由宰相荐举，主要评议皇帝得失；宋代谏官由皇帝选拔，主要评议宰相是非。这说

明(  ) 

A．唐代君主的权力不受制约            B．唐代以谏官削弱宰相的权力 

C．宋代谏官向宰相和皇帝负责          D．宋代君主专制的程度高于唐代 

 

  

9.制度变革、思想演进，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强弱，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回答下列相关问题。 

宰相是辅弼重臣的总称。宋承唐官，然两代宰相之设制精神颇相歧异。唐代相制重在谨慎大政，而

宋代以杜绝强臣专擅之弊为要。 

问题：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唐宋宰相制度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