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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D
提示：材料中，司马迁将黄帝看作

华夏各族的共同始祖，这有利于增进
民族情感、强化民族认同，故选D项；
消除民族矛盾与史实不符，A项表述
过于绝对，排除；材料强调的是黄帝在
华夏各族中的地位，与边疆地区的开
发无关，排除B项；材料强调黄帝是华
夏始祖，与君主专制无关，排除C项。

2.D
提示：据材料“属国最高长官为都

尉，不是划地而设，而是因部落而设，
生产由部落首领管理”可知，西汉时期
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管辖
措施，故选D项；材料描述了对少数民
族进行管理的制度，与郡县制无关，排
除A项；汉初由于实行郡国并行制而
形成了王国问题，与对少数民族地区
的管理无关，排除B项；材料强调的是
对少数民族进行因俗而治的管理制
度，并非沿袭了分封制，排除C项。

3.D
提示：材料说明西汉时期中央政府

已经在此地驻扎了军队，派遣官僚进
行统治，即汉政府对西域实行了有效
的管理，故选D项；这些遗迹能够说明
汉政府对此地的管理，但不能证明其
目的是为了保护丝路畅通，当时西汉
是对西域进行管辖而不是交往，排除
A、C两项；材料信息没有说明发现了生
产工具，因此不能体现汉代的先进技术
传入西域，排除B项。

4.A
提示：题干中反映了7世纪的中国，

即唐朝。无论宫廷还是城市居民追求
外来奢侈商品，都说明唐朝与外国经
济文化交流频繁，这得益于政府奉行
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对外政策，
故选A项；传统的华夷观念一直到近
代才被逐渐打破，排除B项；材料所示
现象并非反映社会风气不好，排除 C
项；D项表述太绝对，排除。

5.D
提示：材料主要反映了西夏和北

宋的贸易往来，以及西夏和金的货币
发展状况，主旨是体现少数民族商业
发展面貌，故D项正确；“互通有无活
跃商业市场”对材料概括不全面，而且

“活跃商业市场”在材料中体现得不明
显，故A项错误；宋夏互市只是材料反
映的一个方面，材料没有反映缓和民族
关系，故B项错误；材料只涉及少数民

族的经济发展，而不是汉文化在边境广
泛传播，故C项错误。

6.B
提示：题干变化指元代实行土官制

度到明清时期实行“改土归流”，“改土
归流”削弱了地方土官的势力，加强了
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故B项正
确；秦朝建立时君主专制体制基本定型，
故A项错误；元朝和明清采取不同的民
族区域管理政策都体现了对边疆开发
的重视，但非题旨,故C项错误；“改土归
流”是由中央直接派遣官员取代地方世
代相袭的土官,并非民族自治模式，故D
项错误。

7.A
提示：秦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

县制，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郡、象郡和
南海郡等，故①正确；唐太宗在东突厥
地区设置羁縻州，在西突厥地区设安
西都护府，故②错误；元朝设置宣政院
主管民族事务，理藩院是清朝的机构，故
③错误；清初汉藏工匠共同扩建布达拉
宫，故④正确。故选择A项。

8.C
提示：从材料可知，海上丝绸之路

上不但有商品流通，还有天文历法、宗
教等的传播，推动了中外文明交流，说
明它是中外文明交流之路，C项正确；
物种交流和商贸流通都是对材料的片
面理解，故排除A、B两项；材料不涉及
政治交往，排除D项。

9.C
提示：材料“世界上最早的海上外

贸成文法规”“成为当时官府进行海外
贸易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体现出，宋
代立法规范对外贸易，反映出我国古代
海外贸易活动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故
选C项；材料“遍行其他诸路”，说明广
州不是当时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排
除A项；材料反映出海上丝绸之路的
发展，但没有体现出取代了陆上丝绸
之路，排除 B项；材料《元丰广州市舶
条法》反映出法制而非技术对海外贸易
的影响，排除D项。

10.D
提示：材料和图片信息反映了清政

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天朝上国心态，这
是清王朝落后于西方的深层次原因，
故D项正确；材料只是反映出西方试
图交流，而清王朝对此并不重视，体现
不出双向交流，故A项错误；材料反映
不出华夏文明积极融入西方文明，故
B项错误；材料与中英技术文明的差
距无关，故C项错误。

二、非选择题
11.（1）方式：战争、移民戍边、设

置管理机构、和亲等。
（2）特点：相互渗透，取长补短，是

“汉文化”与“胡文化”双向交融的过程。
影响：缩小了民族之间的差异，为

再次的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

12.（1）建议：全其部落、保其风俗。
措施：允许部分突厥人内迁；在东

突厥原居处实行羁縻府州制度。
（2）策略：战而后和。
实践效果：为贞观之治营造了稳固

的政治环境；促进了民族交融和团结；
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治国之道：政治决策慎重；吸取前
朝教训，谨慎用兵；以德治国，民族政
策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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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B
提示：材料马丁·路德“主张各国

教会应与罗马切断联系而由各国的政
府来管理”“民族自由含义”强调了本
民族利益至上，有利于近代民族国家
形成，故选B项；A项与材料主旨不符，
排除；马丁·路德强调世俗国家权力高
于教权，排除C项；俾斯麦的铁血政策
为德国统一提供了理论武器，排除D项。

2.D
提示：根据材料“许多邦国是独立

主权国家”可知，尊重了德意志大小邦国
的主权地位，欧洲近代民族国家逐渐
形成，有利于欧洲结束四分五裂局面，
故选 D项，排除 A项；《威斯特伐利亚
和约》后，基督教依旧是西欧民众的传
统信仰，排除B项；当时依旧是封建专
制制度，排除C项。

3.B
提示：“德国对欧洲统治的追求

（1914—1918）”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
战；“巴黎和会与国际新秩序”“幻觉时
期”“幻想破灭”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其暂
时调整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
的统治秩序，故 B项正确。维也纳体
系，即 1815年欧洲各国在维也纳会议
及此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建立起的
以大国协调、欧洲均势为特征来维护
和平的国际关系体系，故排除A项；联
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
故排除 C项；材料未涉及国际裁军协
议，故排除D项。

了前两个时期。中国不仅维系了在国
际政治组织中的活跃度，还拓展了其
与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机构的联系，
不但保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上
的参与度，还成功加入武器控制和裁
军领域。

综上所述，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
环境深刻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并决
定中国与各国际组织的关系。中国需
要借助国际组织扩大对外交往与合
作，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现代化
建设。中国有必要借助国际组织参与
国际规则的制定，促进建立一个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示例二 论题：旁观者到参与
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阐
述，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新时期，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坚
持对外开放，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
主动参与各个领域的多边外交活动，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
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促进人
类和平、发展与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积极发展全球性与区域性国际组
织的关系，致力于发展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作出积极的贡献；也有助于推进中
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渠道多元化，具有
不同合作机制，多渠道、全方位参与全
球治理的体系架构正在形成。

综上所述，从体系外到体系内，从
旁观者到参与者，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
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更加积极主动，在
某些领域已成为引领角色，中国必将
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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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C
提示：战国后期，商业发展比较繁

荣，为促进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形态统
一的货币应运而生，故选C项；大一统
局面出现于秦朝，排除A项；真正意义
上货币的统一是在秦朝，即把圆形方
孔钱定为统一的货币，排除B项；在战
国时期，还没有实现中央集权的强化，
排除D项。

2.D
提示：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已，

民间盛行以物易物，恰好说明国家分
裂、战乱不已会阻碍商品经济发展，故
选D项；孝文帝铸太和五铢并下诏通
行全国，并不是A项的币制混乱，排除
A项；材料没有涉及租税制度，排除 B
项；“断绝”说法过于绝对，排除C项。

3.B
提示：根据材料“‘如发钞若干，随

降银货，即同现银流传……钞有多少，

银本常不亏欠’，故时人‘视钞重于金银’”
可知，“中统钞”与白银直接挂钩，以白
银为价值尺度或货币本位，B项正确；
材料未体现元朝严格限制纸币发行
量，排除 A项；C项属于材料表象，排
除；D项不属于主要原因，不符题旨，
排除。

4.C
提示：由材料可知，明朝政府发行

的法定货币与民间实际使用、流通的
货币存在差异，这种现象实际上助推
了明代财政金融体系变革，C项正确；
材料内容是政府发行货币与民间流通
货币的差异，而中央集权程度反映的
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没有体现明
代多元的货币格局及流通的货币种
类，排除A、B、D三项。

5.B
提示：根据材料“名义上由政府掌

握货币铸造权，实质上由各省直接管
辖”以及“私铸银元现象”等可知，清政
府中央集权面临一定危机，故选B项；
材料并未涉及银元与其他流通货币比
较，排除A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铜钱
在民国时期消失于市场流通领域，排
除C项；根据材料“名义上由政府掌握
货币铸造权，实质上由各省直接管辖”
以及“私铸银元现象”等可知，材料主
旨为中央与地方关系，未涉及列强，排
除D项。

6.B
提示：据材料可知，中国共产党在

根据地发行的货币“抗币”或“边币”在
与法币、伪币和土杂钞的斗争中不断
壮大，占据了市场，说明其巩固了根据
地政权建设，故选B项；日本经济掠夺
的重点地区是沦陷区而不是根据地，

“阻止”的说法错误，排除A项；发行货
币并不代表掌握了金融主导权，排除
C项；抗战的物质基础并不限于金融
领域，排除D项。

7.A
提示：材料中“几乎所有国家都放

弃了金本位制，逐渐形成英镑区、美元
区和法郎区”说明传统的英镑世界货
币体系瓦解，故A项正确；“各国开始
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说法绝对，故B
项错误；材料不能说明金融领域经济
危机最为严重，故C项错误；20世纪 30
年代中期，美国和苏联属于世界强国，
英法逐渐滞后，故D项错误。

8.C
提示：依据材料，怀特计划的核心

是“黄金规则”，即“谁有黄金，谁来制
定合作规则”，而二战后初期美国拥有
世界黄金储备的 75%，所以是美国强
大的经济金融实力推动了布雷顿森林
体系的建立，故选C项；布雷顿森林体
系的建立在于美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

力，而非英国金融霸权的丧失，排除A
项；美元世界霸权的建立是布雷顿森
林体系建立的结果而非原因，排除 B
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是布雷
顿森林体系的内容，并非其原因，排除
D项。

9.C
提示：从表格数据可以看出，1927—

1937年国民政府关税税率不断提高，
这使外国商品进入中国要缴更高的关
税，使其没有价格的优势，因此有利于
保护民族经济发展，故选C项；材料无
法得出为政权稳定提供物质条件的结
论，排除A项；材料说明的是国内提高
关税，与国际市场稳定无关，排除B项；
材料的重点是关税税率变化的影响，并
未体现关税自主运动，排除D项。

10.A
提示：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共十九大以来社会
主义建设的发展，居民收入增加，收入
差距也不断扩大，个人所得税制度不
断完善，A项正确；个人所得税制度调
节收入分配，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没
有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排除B项；“保证
了”一词太过绝对，排除 C项；依法治
国理念是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提出
并于1999年正式写入宪法的，排除D项。

二、非选择题11.（1）对中国的影响：推动商品
经济的发展；缓解了通货膨胀；推动赋
役制度的改革；推动中国加强与世界
经济的联系。

对世界的影响：推动白银成为世界
货币；推动世界贸易网络的发展；推动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

（2）变化：金本位制取代银本位
制；英镑成为中心货币(英国在国际货
币关系中占统治地位)。

原因：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头号
资本主义强国；殖民霸权的建立使英
国拥有了大量的黄金储备；世界市场
形成；清朝经济实力下降。

（3）积极作用：为世界货币关系提
供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有利于维持
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为世
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12.（1）主要税种：土地税、人丁(头)
税、财产税、杂税。

演变趋势：逐渐取消人头税；由实
物纳税到货币纳税。

（2）意义：减轻无地、少地农民的
经济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废
除人头税，减少隐瞒人口现象，提高人
口出生率，有利于人口增长和社会经
济发展；废除人头税，封建国家对劳动
者的人身控制松弛，有利于工商业发
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赋税简化，
有利于政府征税，保证封建国家的财
政收入；折成银两征收，加重人民负
担，但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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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形成于汉朝，材料只提到广州的发
展，并未提及其他地区，排除A项；广
州一个地区的外贸发展，不能反映中
国南方的经济开发向深度发展，排除
B项；材料只提到中国一个城市的外贸
情况，不能得出中国的海外贸易地域
更加辽阔的结论，排除C项。

7.B
提示：材料信息通过两位旅行家

的经历表明中国在元朝时，对外交往
范围空前扩大，B项正确；材料没有具
体的数据比较，无法得出中国航海造船
技术领先世界，排除A项；材料并没有
涉及国际影响力，排除C项；材料信息
无法得出政府是否重视经济文化交
流，排除D项。

8.B
提示：由材料可知当外国附载商

品与中国民间互市时，有关部门请求
征税，但皇帝不准，体现了明朝以天朝
大国自居，奉行朝贡贸易体制，故选B
项；材料中提到了胡椒交易的现象，但
无法体现出市场对胡椒的需求量，排
除A项；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而且
材料强调政府不向他国征税，体现不
出政府鼓励民间对外贸易，排除C项；
材料反映的是明朝商业观念与近代商
业观念脱离，不是近代商业观念萌芽，
排除D项。

9.B
提示：材料反映了清朝的闭关锁

国政策。结合题干及所学，中国采取
闭关锁国政策的原因是维护皇帝的权
威，防止西方的外来影响，抵制西方殖
民侵略，故选 B项。限制对外交往是
闭关锁国政策的手段，排除A项；C项
不符合“真正动机”的限定，排除；维护
封建小农经济不是闭关锁国政策实施
的根本动机，排除D项。

10.D
提示：根据材料“承认新教合法地

位……各诸侯邦国有外交自主权”可
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推动了宗教
改革，使得王权独立于教权，有利于主
权国家的形成，D项正确；材料中的规
定与欧洲国家政治统一进程无关，故
A项错误；根据材料可知《威斯特伐利
亚和约》是欧洲国家共同达成的，不是
罗马教会颁布的，故 B项错误；《威斯
特伐利亚和约》的影响主要是造成德国
封建割据时代的到来，并未造成整个欧
洲的割据，故C项错误。

11.A
提示：依据材料“有权决定情况是

否需要诉诸战争以实行自卫”可知，这

意味着各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可以
选择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这表明《非
战公约》维护和平的实际作用大打折
扣，故 A项正确；《非战公约》未起到有
效制止军备竞赛的作用，故 B项错误；
材料主要说明《非战公约》不能有效地
制止战争，并不是强调《非战公约》明
确放弃战争、维护和平的责任，故 C项
错误；材料未体现尊重各国的独立主
权，故 D项错误。

12.C
提示：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

虽然威尔逊提出的原则得到了欧洲人
的认同，但由于美国控制国联的目的
未达到，加上美国孤立主义和传统思
想，使威尔逊的原则并未得到美国社
会的普遍认同，因此C项正确。A项错
误，材料并未体现《国际联盟》本身的缺
陷；B项错误，美国意图控制国联，但
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参加国际联盟；D
项表述明显错误。

13.A
提示：据材料西藏的少数民族干

部“在 1965年有 7 600多名”“3.1万
名”“11万多人……约是 1965年的 14
倍多，占全区干部总量的 70%以上”可
知，西藏地区主要是藏族人管理，反映
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践行，故选 A
项；材料没有体现我国的政党制度，排
除 B项；材料主旨是西藏地区少数民
族干部占绝大多数，不是基层民主，排
除 C项；材料主旨是西藏地区的政治
发展，而非经济社会发展，排除D项。

14.B
提示：材料“中国先后同印度……

等 8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
系”直接说明新中国并未受“一边倒”
外交方针的束缚，故选B项；当时我国
在两极格局下，国力弱小，无法摆脱其
不利影响，排除A项；“求同存异”的外
交思想出现在 1955年万隆会议，排除
C项；由于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新中
国初期的“一边倒”符合我国的外交政
策，排除D项。

15.C
提示：材料反映的都是新兴民族

国家，中国为了发展与新兴民族国家
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打开了中国外交新局面，故选 C
项；新中国成立后就奉行独立自主的
外交政策，与题目的主旨不符，排除A
项；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
位，排除B项；“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涉及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排除D项。

16.A

提示：20世纪 70年代随着日本经
济的崛起，日本调整其外交政策，谋求
政治大国地位，外交的自主意识不断
增强，故A项正确；日本的外交仍然以
日美关系为基础，外交上没有摆脱美
国的影响，没有体现独立自主，故B项
错误；日本的外交客观上冲击了两极
格局，但没有进行主观上的挑战，故C
项错误；日本还没有取得政治大国地
位，故D项错误。

二、非选择题
17.（1）特点：依靠军事征服获得

广阔的疆域；主要由孤立分散的城市
构成，内部缺乏融合。

措施：通过法律协调不同民族的关
系；建立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来贯彻
统治者的意志。

效果：稳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统
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未能长久地
维持统一的帝国政权，最终走向分裂。

（2）不同：由中世纪封建政权转化
形成；民众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由相
同的民族组成。

影响：新航路的开辟，全球性殖民
扩张开始；君主专制国家兴起；社会经
济快速发展。

18.（1）背景：宗教改革瓦解了基
督教势力，欧洲分裂；国家主权意识加
强；国家间的利益纷争加剧。

影响：提出君主应该制定条约并
接受约束，确定了国际法的主体是主
权国家，奠定了国际法的基础。

（2）原因：中国逐渐卷入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中西交往与文化交流日益深
入；中国希望融入国际社会。

作用：有利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促进了中西
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19.示例一 论题：中国对外政策
与国际组织阐述，现代中国与国际组
织关系深受政治环境及对外政策影
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制于两极格局
及帝国主义国家打压，中国一方面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做斗争，争取
恢复自己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积极
与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同时积极与社
会主义阵营的国际组织合作。20世纪
70年代，受国内“左”的思想影响与国
际关系美苏关系变化的影响，中国主
要是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类
组织建立关系，和国际经济、贸易、文
化组织的联系还比较少。进入新时
期，受改革开放政策影响，无论是从数
量、参加度还是领域来看，中国在这一
时期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发展远远超过

4.D
提示：根据题目中“‘五大国

一致’，各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
权’”得出，突出了大国的责任和作用，
故D项正确；这一规定体现了决策的
科学性以及大国的责任和作用，但并
不能有效地解除战争的威胁，故A项错
误；根据题目中“五大国一致”与美苏两
国的霸权主义不相符，故 B项错误；这
一规定出现于二战后期，多极化趋势
的出现是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间
不相符，故C项错误。

5.B
提示：据材料“1941年”可知，这一

做法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放宽少数
民族居民参政的条件，目的是激发少
数民族的革命意识，故选B项；抗日战
争时期，共产党尚未成为执政党，不存
在提高执政能力的说法，排除A项；材
料中的做法是放宽少数民族居民参政
的条件，吸引其积极参政，并未破坏民
族团结，排除C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逐渐确立起来的，
排除D项。

6.A
提示：材料“要以不违背我国宪法

和法律的基本原则为前提”说明民族
区域自治是中央领导下的地方自治，
故A项正确；材料反映的是民族区域
行使自治权的前提，不是强调权利与
义务统一，故B项错误；材料没有体现
符合国情的信息，故C项错误；民族区
域自治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力，不是高度
的自治权力，故D项错误。

7.A
提示：依据表格数据可知，1949—

1950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 19个，
1951—1953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
1个，这种情况是受新中国成立初期

“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影响，建交国家
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故A项正确；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首次提出是在 1953
年，不能完整地反映材料中的信息，排
除 B项；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未打破西
方的封锁，排除C项；材料不能说明中国
取得了巨大的外交成就，排除D项。

8.D
提示：材料信息表明这次会议超

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说明这次
会议是万隆会议。万隆会议加强了中
国同亚非各国的联系，故选D项；促成
印度支那问题解决的是日内瓦会议，
排除A项；讨论了朝鲜问题，但未达成
任何协议的是日内瓦会议，排除B项；
密切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合作的是“一
边倒”方针，且参加亚非会议的不只有
社会主义国家，排除C项。

9.B
提示：题干中“20世纪 70年代中

国外交”体现两个重点——1971年恢
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
松访华，故选B项；邻近国家和新型民
族独立国家成为重点是在 1953年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排除 A项；

“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国家”作为重点
是20世纪60年代，排除C项；苏联作为
外交重点在新中国初期，且中日关系
改善是中美关系改善的促进，排除D项。

10.B
提示：由材料“新中国成立之初，

多边外交活动并不多，在国际社会的
许多领域都没有中国的席位”可知新
中国成立初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处于
被动地位，由材料“中国恢复了联合国
合法席位，中国的多边外交有了突破
性发展”“加速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步
伐”可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在
多边外交活动中更加积极主动，故选
B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新中国
外交的基本原则，排除A项；新中国成
立初期参与的多边外交活动并不多，

“始终”表述不符合史实，排除C项；材
料强调的是中国的多边外交活动而非
中国的外交原则，中国始终奉行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排除D项。

二、非选择题
11.（1）目的：巩固国家统一，加强

中央集权；解决边疆危机。
不同之处：移民范围扩展到河套、

河西地区；方式更加多样；出现罪犯家
属屯边和士兵屯边。

（2）原因：历史上长期是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防止帝国主义分裂中国；挫
败少数民族中反动分子的挑拨分化；
中苏民族状况与国情不同。

评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特殊国
情与历史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伟大创造；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
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有利于保证少
数民族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

12.从原因方面作答。美国角度：
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处于守势，需
要改善对华关系；美国商品和资本需
要中国市场。中国角度：中国需要吸
收和引进美国的先进技术，为改革开
放准备条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国
家安全面临挑战，需要为现代化建设
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从影响方面作答。中美两国建
交，为两国带来战略上的利益，扩大了
中美两国的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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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A
提示：根据材料“西汉王朝在西

北、北方、东北、西南、南方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情况，分别

设置了军政机构对其进行管理”可知，
西汉在不同的地区设立不同的机构进
行管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A
项正确；材料强调的是对少数民族的
管理，和“王国问题”无关，排除 B项；
西汉对西南和南方少数民族的管理，
并不能防范北方匈奴对中原的侵扰，排
除C项；材料强调的是对少数民族的
管理，和“实现了西汉王朝的大一统”
无关，排除D项。

2.B
提示：材料反映了西汉政府通过

军事行动、设置郡县、移民边疆等方式
加强对边疆的控制，还通过使者出使、
和亲等方式促进与边疆民族交流，由
此可见，材料强调的是西汉时期经略
边疆、民族交融的主题，故B项符合题
意；“凿空西域”指的是张骞出使西域，
且夜郎不在西域地区，故排除A项；材
料没有体现出西汉滥用民力，统治腐
朽，故排除 C项；材料与皇权强化无
关，故排除D项。

3.C
提示：材料“长安城各色民族鱼龙

混杂”说明唐代民族政策较为包容开
放，故选C项；A项这一现象从属于开
放包容的民族政策，排除；材料不能反
映其他民族的居住人数，排除B项；民族
间的问题不属于对外贸易范畴，排除
D项。

4.B
提示：根据材料“10世纪辽代墓葬

壁画”“契丹人聘请中原画家”“杨贵妃
发饰有明显契丹风格”可知，绘画体现
了辽宋民族交融的特点，即中原文化
与契丹文化相互影响，B项正确；仅凭
一幅画无法体现风俗画盛行，排除 A
项；辽宋关系是在 11世纪澶渊之盟后
逐步缓和的，而材料中是 10世纪，排
除C项；西域指今天西北新疆一带，而
辽的疆域在东北和北方，D项空间不
正确，排除。

5.D
提示：根据材料“实行与汉地一致

的基层治理模式”等信息可知，“改土
归流”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增进
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原地区政治、经济
和文化等方面的了解，有利于多民族
国家的巩固，D项正确；“改土归流”未
体现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排除A项；

“改土归流”可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
的管控，但不能彻底解决边疆的安全
问题，排除 B项；“促进了民族文化的
交融”不符合材料主旨，排除C项。

6.D
提示：由“广州出现了专门供外国

人居住、经商的‘蕃坊’，还出现了……
新型行业”可知，广州外贸发达，已成
为国际化都市，故选D项；海上丝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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