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年级历史学科第 14 课时《中国古代通史 14》课后作业 

 
1、北宋为削弱地方经济实力设置的官职是 
 A．通判               B．知州              C．枢密使           D．转运使 
 
2、“自边徼犬牙万里之远，皆上所自制命。一郡之内，兵一官也，财一官也(兵权和财权分别有专官掌控)，彼监此临，

互无统属。”材料描述的局面应当是 
A.秦朝普遍推行郡县制度          B.唐朝建立起大一统政权 
C.北宋解决地方割据问题          D.清朝加强对边疆的管辖 
 
3、学者认为，尽管中国古代社会有阶层划分，但仍是公平的社会，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流动性。促成流

动的制度性因素包括 
   ①世卿世禄制  ②科举制   ③井田制   ④土地私有制 
   A.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4、唐代否定了按门第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及等额推荐的察举制，实行分科考试、差额录取的科举制，这反映出唐代(  ) 
A．官员特权受到否定                     B．君主集权得到强化 
C．选才注重知识水平                  D．选官重视思想品德 

 
5、有人称自古中国有着学术从属于政治的传统，其论证过程中选取的素材包括 
①庄周“齐物”的思想                  ②汉武帝时期的新儒学 
③科举制确立与完善                    ④李贽“万物皆生于两”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6、熙宁三年，河北安抚使韩琦上书“兴利之臣纷纷四出。条文虽禁止抑（强迫）配，但倘不抑配，上户必然不愿借，

下户则借时甚易，还时甚难，将来必有同保均赔之弊。”韩琦的上书指向王安石变法中的 
A.青苗法            B.募役法        C.保马法            D.市易法 

 
7、宋仁宗（1022 - 1063 年在位）时，大臣富弼说：“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供养军队），军可谓多矣，财

可谓耗矣。”这种状况的影响是 
A．加重财政负担造成积贫局面    B．扭转了在边境的军事弱势 

  C．造成了武将拥兵割据的问题    D．抵消了王安石变法的成果 
 

8.依据相关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唐自肃（宗）、代（宗）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

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 

艺祖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权

知：代理主管），三年一易……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

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 

——《宋史》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从“藩镇自相雄长”到“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转变的原因。你怎样评价这一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