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三年（2021-2023）初中历史专项模拟——史前与夏商周时期

一．选择题（共 24小题）

1．（2023•东莞市模拟）如图不同类型的工具，为距今约 70﹣20万年的北京人所制作。这些工

具（　　）

A．用于制作狩猎工具 B．是属于新石器时代

C．加快了耕种的速度 D．提高了制陶的技术

2．（2023•佛山模拟）周口店遗址出土了大量距今约 70万﹣20万年的朴树籽，树籽的外皮已

不见，硬壳和果肉被烧成白色。据此考古资料可知，北京人（　　）

A．过着群居生活 B．使用磨制石器

C．掌握农耕技术 D．已懂得使用火

3．（2023•增城区一模）如表两则资料可用来说明（　　） 

地点：云南元谋县

出土文物：炭屑和烧骨化石

史证价值：元谋人已经知道

使用火

地点：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

出土文物：头盖骨、牙齿化石

史证价值：北京人前额低平、

眉骨粗大……

A．元谋人和北京人都会保存火种

B．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

C．中国是原始人类的唯一起源地

D．元谋人和北京人体貌具有相似性

4．（2023•广东模拟）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猿人洞出土了近 200件古人类化石、10万余件石器、

数层灰烬和上百种动物化石。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可推测出北京人（　　）

A．已经会饲养家畜 B．生存环境非常恶劣

C．同现代人无差别 D．会制造工具、使用火

5．（2022•德庆县校级模拟）2021年 1月，考古人员在距今约 5000年至 4000年的湖南鸡叫城



遗址发现一处面积约 80平方米、厚度约为 15厘米的稻谷谷糠层。通过以上考古成果，我

们能够直接认识史前时期的（　　）

A．社会组织 B．政治制度 C．农耕生活 D．商业贸易

6．（2022•东莞市校级三模）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是一座仰韶文化晚期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聚落

遗址，于 2022年 3月 31日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 3座仰韶

文化晚期的“前坊后居”式大型复杂房址，还在两座屈家岭文化时期酋长级大墓中出土了

梯形独木棺、耜、斧、铲、锛、凿、刀、单弓、成捆骨簇、少量陶器、猪下颌骨等重要遗

物。据此推断，当时该聚落（　　）

A．发动战争较为频繁 B．出现农耕和定居生活

C．尚未出现贫富分化 D．大规模进行猪的养殖

7．（2023•化州市一模）《淮南子》记载尧治天下时，“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

处者牧，陆处者农”。这表明我国原始农业（　　）

A．生产环境恶劣 B．开始精耕细作

C．受到气候限制 D．生产因地制宜

8．（2023•南山区二模）咸头岭新石器遗址，为珠三角地区距今约 7000﹣6000年前考古学文化

的分期、断代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标尺。这里是目前发现的珠三角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

下列与咸头岭文化时期最相近的是（　　）

A．北京人遗址 B．河姆渡遗址 C．陶寺遗址 D．良渚遗址

9．（2023•博罗县校级一模）表中的两段材料可相互印证的是，大禹（　　）

材料 来源

天命禹数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

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

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送公盟上的

铭文

禹数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锡玄

（指黑色）圭（指一种玉器），告厥成功。

《尚书•夏书•禹贡》

A．公而忘私 B．受赐美玉 C．减免赋税 D．治水有功

10．（2023•越秀区一模）《史记》提出“祖黄帝说”，认为黄帝是华夏始祖……也是夏朝人、商

朝人、周朝人、秦朝人的祖先，还是匈奴人、鲜卑人的共同祖先。材料体现的观念是（　　

）

A．民族认同 B．华夷有别 C．种族差异 D．国家统一



11．（2023•榕城区二模）在儒家经典中，尧舜间的继承过程被称为“禅让”，显得彬彬有礼，

体现出很高的道德水准。然而《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两条材料说，“《竹书》云，昔尧

德衰，为舜所囚也”“《竹书》云舜囚尧”。战国后的一些历史文献记载，鲧因反对舜继位

而被杀。上述记载的差异最能说明（　　）

A．历史真相因年代久远而无法考究

B．综合多种文献记述即可得出历史真实

C．历史材料的运用首先要甄别真伪

D．历史记载必须通过考古成果加以证实

12．（紫金县四模）西周时期，周王对墓葬用品的规定严格，如：用鼎制度就明确规定为“天

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材料反映的本质问题是（　　）

A．西周社会呈现等级森严的特征

B．西周社会的腐败现象严重

C．西周手工业中冶铜业十分落后

D．西周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13．（2023•惠阳区模拟）分封制在封土授民的同时，也把周王朝自己及其从商王朝接受过来的

先进的器物、官僚体制、典章制度、和文化结构，带到了分封制度所及之地。这主要强调

分封制（　　）

A．稳定了政局，保证了周王朝对地方的控制

B．扩大了周的统治范围，推动了中原文明的扩展

C．促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扩大了西周的疆域

D．确立了周王朝的社会等级秩序，巩固了统治

14．（2023•中山市模拟）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的文物有来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鸭形壶和海贝，

有来自西北的青铜战斧和环首刀，有来自东方的酒器，有来自江汉地区的玉器等。这一考

古发现印证了当时存在（　　）

A．技艺成熟的青铜工艺 B．图腾崇拜的祭祀文化

C．早期国家的基本形态 D．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

15．（德庆县校级模拟）1976年在陕西临潼零口出土了一件刻有“武王伐纣”的青铜簋，这就

是著名的“利”青铜簋。由此判断，它最有可能铸造于哪一时期（　　）

A．黄帝时期 B．夏朝 C．商朝 D．西周

16．（2022•德庆县校级模拟）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物质文



明的集中表现是青铜铸造，精神文明的表征是（　　）

A．造纸术的发明 B．磨制石器的推广

C．甲骨文的应用 D．学术界百家争鸣

17．（2023•连平县校级模拟）在某一博物馆中，讲解员在讲解下图器物时说：“这是目前世界

上已发现的最大青铜器……”它应是（　　）

A．四羊方尊 B．编钟 C．青铜立人像 D．司母戊鼎

18．（2023•东莞市一模）《甲骨文编》收录“家”的甲骨文字形约二十种，其上半部分由房屋

之形构成，表明为居住之地；下半部分的抽象写法也多为一身一耳两足（如图），在古代能

够处于“房屋”之下的动物主要为六畜之中的猪、马、牛、羊、狗五种。据此可推知（　　

）

A．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六畜”的国家

B．甲骨文是历史悠久的文字

C．“家”观念的形成与农耕生活息息相关

D．中国农耕文明具有独特性

19．（2023•雷州市一模）春秋之前，诸侯国之间的边界较为模糊，存在大量的荒地，作为各诸

侯国的缓冲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界限逐步清晰。出现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

A．分封制度的强化 B．井田制度的推广

C．生产技术的进步 D．礼乐制度的加强

20．（2023•南山区二模）在春秋时期，人们起名字往往把“牛”和“耕”连在一起，如孔子的

弟子司马耕，字子 牛；晋国大力士姓牛，字子耕。此外，《论语》中也有“犁牛之子驿且

角”这样把“耕”和“牛”连用的句子。这种现象体现了（　　）

A．牛耕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



B．牛耕在春秋时期已全国普及

C．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

D．牛耕的使用推动井田制瓦解

21．（2023•湛江一模）战国时期，“（秦）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秦国军队因此被称为

“虎狼之师”。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商鞅变法（　　）

A．确立县制 B．严明法度 C．鼓励耕织 D．奖励军功

22．（2023•潮州模拟）许多成语典故来源于历史，如退避三舍、卧薪尝胆、围魏救赵、纸上谈

兵，这些成语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特点是（　　）

A．奴隶制开始瓦解 B．诸侯兼并争霸

C．生产力飞速发展 D．封建制度确立

23．（2022•德庆县校级一模）钱穆先生说：“因为有了孔子，遂开出战国思想之繁花，结成战

国思想之美果。”对这句话解读最合理的是（　　）

A．孔子是战国最伟大的思想家

B．孔子思想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C．孔子思想是当时唯一的思想

D．孔子思想为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奠定基础

24．（2022•罗湖区校级一模）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活跃。若生活在此时期，作为诸侯王，

下列最容易被接受的思想是（　　）

A．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B．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C．法家：依法治国，强化集权，锐意变法

D．墨家：兼爱、非攻、尚贤、节用、节葬

二．材料题（共 3小题）

25．（2023•潮州模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富资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文夫。”

——《孟子•滕文公下》



材料二：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其中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是唯

一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节日。下表反映了端午节俗的演变：

时期 地域 纪念人物 农历五月初五的习俗

两汉

以前

长江中下游、

吴越等地

待考证 源自先秦的夏至节，主要有祭神、采药、挂

艾叶、祈求丰收、辟邪除灾等活动。

山西地区 介子推（割股啖君）

苏南、浙北 伍子胥（忠贞贤能）

绍兴 曹娥（孝女）

梧州 陈临（勤政爱民）

两汉

许多地区 屈原（爱国爱民）

西汉时，确定了端午仪式，端午成为全国的

重大节日。主要有采兰沐浴、系五色丝、用

桃木板辟邪等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等活动。

南朝 南方 屈原 主要有吃粽子、系五色丝、竞渡等活动

隋唐 全国 屈原 端午节俗大体定型。主要有龙舟竞渡、吃粽

子、射柳等活动。

——据蔡靖泉《端午为屈原的节俗演变与文化意义》整理

（1）孟子这段话体现了什么思想？从材料一的两幅图片中任选一幅图片，说明所选人物能

突出代表孟子言论的史实。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端午节俗历史演变的特点。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端午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26．（2022•南山区校级模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文化、思想等各方面闪耀着光芒。一个民

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

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是民族赖以生存的支柱。根据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孔子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一大批宝贵的文化财富，奠定了中国文化主体结构的初步

基础，……中国早期文化第二次大发展是战国后期，彼时各种文化既互相对立又互相渗透，



出现了文化发展的综合趋势。

﹣﹣摘编自赵吉惠《论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一元性与封建专制主义》

材料二：

材料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条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

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

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请回答：

问题一：根据材料一，孔子的学说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请依次介

绍以下人物信息：孔子的核心思想，由其弟子依据其思想言论汇编而成的语录文集，孔子

在政治上推崇的治国思想。战国时期，各种文化既互相对立又互相渗透，出现了怎样的局

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问题二：假如你要参加一场历史文创比赛，要求是结合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创造一件文

创作品。材料二已为你提供三件文物作为历史文化的代表，请任选其一进行文物介绍。（包

含这件文物的名称及价值）

问题三：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列举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政权时期的文化

成果各一例，并为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献言献策。

27．（2022•东莞市校级三模）探寻中华文明之源，砥砺民族精神之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

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

【文明起源】材料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长江黄河与西辽河考古学文化年表

年代（距今）

　地区

长江上游 黄河上游 黄河中游 黄河下游 长江中游 长江下游 西辽河



5800﹣5300

5300﹣4700 仰韶文化晚

期

4700﹣4300

马家窑文化

庙底沟二期

文化

大汶口文化

中晚期

屈家岭﹣石

家河文化

良渚文化 小河沿文

化

4300﹣3800宝墩文化 齐家文化 中原龙山文

化

山东龙山文

化

后石家河文

化

钱山漾广

富林类型

雪山二期

文化

二里头文化3800﹣3500三星堆文

化

寺洼文化

二里岗文化

岳石文化 ？ 马桥文化 夏家店下

层文化

材料二：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以南有手工业作坊区，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可能都已

开始生产贵族用奢侈品。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限制，几乎分布于

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源自中亚地区的作物、家畜以及青铜

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传入了并被我们加以改造和提升。

——摘编自许宏《最早的中国》

【国家出现】

材料三：在具体研究中，研究人员以田野考古为中心，围绕距今 5500年到 3500年，开展

考古发掘、调查和研究，研究遍布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下游、辽西地区河套地区，研究

最后归纳出符合中国历史情况的文明形成标志，首先是农业和手工业的显著发展，出现明

确的社会分工，这也是文明发生的基础。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高等级的手工业生产和分

配为贵族所控制。出现了这些权贵阶层生前居住的大型的建筑，就是后来所谓的宫殿，以

及需要动用大量劳动力来兴建公共设施，都邑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另外出现了

王权管辖的区域性的政体和其具有的公共权力﹣国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公布 5800年前已有文明起源迹象》

【隽永相承】

材料四：探究“中国”的含义，需查阅更多材料。

A.中国者，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国语•越语》

B.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史记•天官书》

C.皇帝（刘邦）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汉书•陆贾

传》



D.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

——（清）《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

（1）根据材料一，你认为黄河流域哪些考古文化遗存与二里头文化存在文化传承？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华文明的起源的特点。（不得照抄原文）

（3）结合材料三分析，我国历史专家确定五千多年前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依据是什么？

（4）材料四中，关于“中国”含义不尽相同。体现文化含义的两项材料是 　     　；体

现政治疆域含义的两项材料是 　     　（分别填写字母，多填、少填、错填、不填均不

得分）



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选择题（共 24小题）

1．（2023•东莞市模拟）如图不同类型的工具，为距今约 70﹣20万年的北京人所制作。这些工

具（　　）

A．用于制作狩猎工具 B．是属于新石器时代

C．加快了耕种的速度 D．提高了制陶的技术

【考点】北京人．

【正确答案】A

【分析】本题考查北京人，掌握相关的基础知识。

北京人制作石器的技术比较成熟，采用不同的打制方法，制作成不同类型的工具，如尖状

器、刮削器、石锤和石砧等。北京人使用这些工具猎取动物，采集植物果实。他们结成群

体生活在一起，共同进行获取食物的劳动。故 A符合题意；图片工具都是打制石器，属于

旧石器时代，排除 B；北京人不会农耕生活，排除 C；北京人不会制作陶器，排除 D。

故选：A。

【点评】本题考查北京人，考查学生的识记理解能力，解题关键是知道北京人使用打制石

器猎取动物。

2．（2023•佛山模拟）周口店遗址出土了大量距今约 70万﹣20万年的朴树籽，树籽的外皮已

不见，硬壳和果肉被烧成白色。据此考古资料可知，北京人（　　）

A．过着群居生活 B．使用磨制石器

C．掌握农耕技术 D．已懂得使用火

【考点】北京人．

【正确答案】D

【分析】本题考查北京人，掌握相关的基础知识。

据题干“树籽的外皮已不见，硬壳和果肉被烧成白色”并结合所学可知，北京人已懂得使



用火，用火烧烤食物。故 D符合题意；题干材料不能说明北京人过着群居生活、使用磨制

石器、掌握农耕技术，排除 ABC。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北京人，考查学生的识记理解能力，解题关键是知道北京人已懂得使用

火。

3．（2023•增城区一模）如表两则资料可用来说明（　　） 

地点：云南元谋县

出土文物：炭屑和烧骨化石

史证价值：元谋人已经知道

使用火

地点：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

出土文物：头盖骨、牙齿化石

史证价值：北京人前额低平、

眉骨粗大……

A．元谋人和北京人都会保存火种

B．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

C．中国是原始人类的唯一起源地

D．元谋人和北京人体貌具有相似性

【考点】元谋人；北京人．

【正确答案】B

【分析】本题考查元谋人和北京人，掌握相关的基础知识。

“炭屑和烧骨化石”可以说明“元谋人已经知道使用火”；“头盖骨、牙齿化石”可以验证

“北京人前额低平、眉骨粗大……”，这说明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故 B符合题

意；题干材料不能说明北京人会保存火种，排除 A；C说法过于绝对，排除；题干材料不

能说明元谋人和北京人体貌具有相似性，排除 D。

故选：B。

【点评】本题考查元谋人和北京人，考查学生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解题关键是掌握基础知

识。

4．（2023•广东模拟）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猿人洞出土了近 200件古人类化石、10万余件石器、

数层灰烬和上百种动物化石。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可推测出北京人（　　）

A．已经会饲养家畜 B．生存环境非常恶劣

C．同现代人无差别 D．会制造工具、使用火

【考点】北京人．

【正确答案】D



【分析】本题考查北京人，难度不大，熟练记忆基础知识并准确解读材料信息即可得出答

案。

A.家畜饲养是原始农业发展的标志之一，原始农业时期是半坡人和河姆渡人生活的时期，

排除。

B.生存环境恶劣在材料中无法体现，排除。

C.北京人上肢与现代人相似，能够直立行走，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征，因此“与现代人无差

别”的说法错误，排除。

D.根据材料“周口店北京人遗址”“10万余件石器、数层灰烬”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北京人

会制造工具、使用火，符合题意。

故选：D。

【点评】记忆北京人的生活状况，做到融会贯通、灵活应答。

5．（2022•德庆县校级模拟）2021年 1月，考古人员在距今约 5000年至 4000年的湖南鸡叫城

遗址发现一处面积约 80平方米、厚度约为 15厘米的稻谷谷糠层。通过以上考古成果，我

们能够直接认识史前时期的（　　）

A．社会组织 B．政治制度 C．农耕生活 D．商业贸易

【考点】河姆渡的原始农耕．

【正确答案】C

【分析】本题考查河姆渡原始居民。河姆渡原始居民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原始居民。

由“发现一处面积约 80平方米、厚度约为 15厘米的稻谷谷糠层”可知，该遗址原始居民

已经会种植水稻。可以用来直接认识史前时期的农耕生活。C符合题意。

故选：C。

【点评】本题以河姆渡原始居民为背景，考查学生分析史料和识记历史知识能力。

6．（2022•东莞市校级三模）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是一座仰韶文化晚期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聚落

遗址，于 2022年 3月 31日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 3座仰韶

文化晚期的“前坊后居”式大型复杂房址，还在两座屈家岭文化时期酋长级大墓中出土了

梯形独木棺、耜、斧、铲、锛、凿、刀、单弓、成捆骨簇、少量陶器、猪下颌骨等重要遗

物。据此推断，当时该聚落（　　）

A．发动战争较为频繁 B．出现农耕和定居生活

C．尚未出现贫富分化 D．大规模进行猪的养殖

【考点】半坡原始居民的生活．



【正确答案】B

【分析】本题考查半坡人、原始农业的发展。知道半坡人开始原始农耕定居生活。

分析材料可知，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是一座仰韶文化晚期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有

“前坊后居”式大型复杂房址，有了农业生产工具，这里的居民已进入原始农耕定居生活，

B符合题意；ACD不符合题意。

故选：B。

【点评】解答本题要正确理解题意，考查了半坡人、原始农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结合

分析各个选项，选出正确答案。

7．（2023•化州市一模）《淮南子》记载尧治天下时，“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

处者牧，陆处者农”。这表明我国原始农业（　　）

A．生产环境恶劣 B．开始精耕细作

C．受到气候限制 D．生产因地制宜

【考点】原始农业的发展．

【正确答案】D

【分析】本题考查原始农业的发展，掌握相关的基础知识。

根据材料可知，《淮南子》记载尧治理天下时，劝导水边的百姓打渔，山中的百姓伐木，谷

中的百姓放牧，陆地的百姓从事农业，可见我国原始农业注意根据实际情况从事生产，D

项正确；材料没有生产环境恶劣、气候限制方面的信息，排除 AC项；原始农业耕作比较

粗放，春秋战国后农业才开始精耕细作，排除 B项。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原始农业的发展，考查学生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解题关键是掌握基础知

识。

8．（2023•南山区二模）咸头岭新石器遗址，为珠三角地区距今约 7000﹣6000年前考古学文化

的分期、断代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标尺。这里是目前发现的珠三角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

下列与咸头岭文化时期最相近的是（　　）

A．北京人遗址 B．河姆渡遗址 C．陶寺遗址 D．良渚遗址

【考点】河姆渡的原始农耕．

【正确答案】B

【分析】本题考查河姆渡人生产和生活状况，属识记层面的要求，难度不大，记忆基础知

识即可得出答案。



A.北京人距今约 70万至 20万年，排除。

B.根据所学知识可知，河姆渡遗址距今约 7000年，与咸头岭文化时期最相近，符合题意。

C.陶寺遗址距今约 4300﹣4000年，排除。

D.良渚古城距今约 5300—4300年，排除。

故选：B。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获取材料信息，调动运用所学知识，准确识记河姆渡人生产和生活

状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素养。

9．（2023•博罗县校级一模）表中的两段材料可相互印证的是，大禹（　　）

材料 来源

天命禹数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

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

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送公盟上的

铭文

禹数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锡玄

（指黑色）圭（指一种玉器），告厥成功。

《尚书•夏书•禹贡》

A．公而忘私 B．受赐美玉 C．减免赋税 D．治水有功

【考点】大禹治水．

【正确答案】D

【分析】本题考查大禹治水，掌握相关的基础知识。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禹的父亲鲧曾主持治理黄河水患，用了 9年时间都没有成功，后

被处死，禹接受治水的重任后，总结教训，采用疏导的方法，开凿河渠疏导洪水入海，他

全身心投入治水，经过 10多年的努力，终于消除了水患，禹治水有功，得到民众爱戴，被

尊称为“大禹”，故 D符合题意；材料不能体现“公而忘私”，排除 A；材料不能体现“受

赐美玉”，排除 B；材料不能体现“减免赋税”，排除 C。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大禹治水，考查学生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解题关键是知道题干材料可相

互印证的是大禹治水有功。

10．（2023•越秀区一模）《史记》提出“祖黄帝说”，认为黄帝是华夏始祖……也是夏朝人、商

朝人、周朝人、秦朝人的祖先，还是匈奴人、鲜卑人的共同祖先。材料体现的观念是（　　

）

A．民族认同 B．华夷有别 C．种族差异 D．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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