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年级历史学科第 13 课时《中国古代通史专题 13》拓展提升任务 

 1.表 1 所列内容为中国某朝代具有的一些特征。据此推断该朝代是(  ) 

A．汉朝 

B．唐朝 

C．宋朝 

D．元朝 

 

2.史载，宋太祖某日闷闷不乐，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尔谓帝王可容易行事耶……偶有误

失，史官必书之，我所以不乐也。”此事反映了 

A．重史传统影响君主个人行为       B．宋代史官所撰史书全都真实可信 

C．史官与君主间存在尖锐矛盾     D．宋太祖不愿史书记录其真实言行 

3.关于宋太祖驾崩前夜宋太宗（时为晋王）的活动，北宋时期有不同记载。《续湘山野录》

记载，宋太宗当晚曾与其兄宋太祖在宫中饮酒，并宿于宫中；《涑水记闻》则称，那晚

宋太宗并未进宫。这反映出 

A．历史事实都是通过历史叙述呈现 

B．同一历史事实会有不同历史记载 

C．历史叙述不能客观准确再现历史事实 

D．综合多种历史叙述即可确认历史事实 

4.北宋初期，行使监察职能的御史弹劾官员时很少涉及宰相。至北宋中期，御史则与宰相“分

为敌垒，以交战于廷”。这种现象反 映了(  ) 

A．官僚内部斗争集中于相位之争       B．宰相位尊权重的传统开始改变 

C．专制权力得到进一步强化           D．监察官员 与宰相权力基本对等 

5.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强化，往往通过采取弱化相权、完善监察体制、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

等手段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架构的设计与职权的变更较为突出。下列选项中，在地位

和职权上大体相当的一组是(  ) 

A．东周诸侯国与元行省              B．唐政事堂与宋中书门下 

C．西汉州刺史与明监察御史          D．宋提点刑狱司与明通政司 

6.我国第一部药学专书《神农本草经》大约成书于汉代，《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

制定的药典，宋代颁行了多部官修本草，明代李时珍撰成药物学集大成之作《本草纲目》，

由朝廷颁行。这些史实说明，我国古代药学的发展 

 表

1 ●国家官僚队伍迅速扩大，文人阶层膨胀 
●经济管理机构明显增多 
●印刷技术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分割职权使军事将领们失去了主动性 



A. 源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            B. 受到了宋明理学的推动 

 C. 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            D.得益于国家力量的支持 

7.根据右图及所学知识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①12 世纪前政治核心区位于黄河流域 

②统一时期定都总时最长的是在洛阳 

③南宋后都城迁移呈现南北位移趋势 

④生态环境与经济重心决定都城选址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8.读图，判断下列各项表述正确的是 

A．汉武帝在②颁布推恩令 

B．北魏孝文帝从③迁都到② 

C．②和④先后是两宋的都城 

D．明太祖在①废除了丞相制度 

 

 

 

 

 

 

 

9.唐末五代，中央集权大为削弱，扭转这一局面，宋初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是 

A.文官任知州         B.设三司使          C.设枢密院            D.施行将兵法 

10.据记载，宋代御史之责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从宰相到

一般小吏，都在御史监察弹劾之列。在地方上，设通判负责对地方官的监察。同时，皇帝还

常派遣路一级的官员到各地监察，这就是外任御史。对以上材料理解准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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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御史的权力和地位超过了宰相        B．重视地方监察，加强中央集权 

C．重视制度建设，形成监察体系        D．御史有权廷辩，有效制约君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