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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教育部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要求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学历继续教育改革发展.«意见»指出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

学历继续教育统一通过成人高考入学,统一专业教学基本要求,统一最低修业年限,统一毕业证书.为

了满足广大考生备考的需要,使其能够顺利通过成人高校统一入学考试,我们组织了有丰富成教经验

的一线教师和专家,认真研究了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和教育部考试中心２０２０年修订的«全国各类成人高

等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纲»,并依据２０２０年版大纲的要求,在把握成人高考命题变化的基础上,精心编

写了全国各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统考教材.
本系列教材包括:
高中起点升本、专科:«语文»«英语»«数学(文史财经类)»«数学(理工农医类)»«历史地理综合»

«物理化学综合».
专科起点升本科:«政治»«英语»«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一)»«高等数学(二)»«艺术概论»«民法»«教

育理论»«生态学基础»«医学综合».
在本系列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侧重体现如下几个特点:

１．紧扣大纲,时代性强

本系列教材紧扣最新修订的«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纲»,内容的编排和选择与新

大纲的知识系统完全一致,充分体现了新大纲的知识能力要求.在编写过程中,借鉴和吸收基础教育

改革的成果,融入新的命题思想和观点,及时适应成人高考的新变化,具有较强的时代性.

２．结构合理,重点突出

本系列教材根据知识的内在联系和考生的认知规律,既坚持了“少而精”的原则,又注重了教材内

容的完整性,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编排.学习起点低,重点突出,更加有

利于考生对学科知识内容的理解,提高复习效率.

３．针对性强,科学实用

本系列教材针对成人高考的实际需要,注重基础知识复习和能力训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

用性.
本系列教材不仅可供参加全国各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统考的考生使用,也适用于高中及以上学历

的学生、教师和教研人员学习、参考.
为进一步提高本系列教材的质量,欢迎广大师生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及时修订,使之日趋

完善.

编　者





超高命中,源自精选

命题专家深度解读历年考试真题,对出题内容、题型比例、考查重点、出题形式有独特的把握,在紧

密结合考试大纲的基础上,精心提炼核心考点,辅以精选全真试题,准确洞悉命题方向,连续命中原题,

一直保持超高命中率!

«历史地理综合»命中实例

　　　　　　　　　　　　　　　　　　　　　　　　　　　　　１．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将国家职权分为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分,分别由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执掌,其体现

的原则是(B)(２０２０年统考题)

A．天赋人权 B．三权分立

C．多党合作 D．权利平等

２．«马关条约»中,规定列强可以对中国资本输出的条款是(D)(２０２０年统考题)

A．外国商船和军舰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航行

B．外国人可以在内地游历、经商

C．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D．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３．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会议是(C )(２０１９年统

考题)

A．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B．中共八大

C．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D．中共十四大

４．１９６９年７月,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在关岛谈到了美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即所谓的“尼克松

主义”,其核心思想是(D)(２０１４年统考题)

A．加强对亚洲国家的控制 B．继续与苏联进行全球对抗

C．强化对第三世界的争夺 D．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收缩

　　说明:由于篇幅所限,命中题目不一一列举,但都在书中以考题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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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主要讲述从１７０多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到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前夕我国古代社会的主要

历史进程.它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

第一章　远古时代

远古时代指我国的原始社会时期,从距今约１７０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开始,到公元前２０７０年夏朝

建立为止,经历了原始人群(早期人类)和氏族公社两个时期.元谋人、北京人使用打制石器,过着群居

的生活.到距今约１８０００年前的山顶洞人时代,我国进入到氏族公社时期.氏族公社又经历了母系氏

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半坡氏族和河姆渡氏族是我国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大汶口文

化中晚期属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一、我国境内的早期人类

１．元谋人

元谋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１７０万年,它是在云南元谋发现的原始人类,是目前我国已知的境内最早

的原始人类.

２．北京人

北京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７０万至２０万年,它是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发现的闻名世

界的原始人类.北京人的基本特征如下:

①北京人还残留着猿类的某些体质特征,如前额扁平、眉骨粗大、嘴巴前突等.

②北京人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他们制造的工具十分简单、粗糙,主要是用打制方法制

造的石器,此外还有木棒等.使用这种打制石器的时代,叫旧石器时代.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和

动物的根本区别.

③北京人能够使用天然火.他们用火烧烤食物、照明、防寒和驱赶野兽,增强了征服自然的能力,
也促进了自身体质的发展.

④北京人过着群居的生活,共同劳动,共享劳动的成果.

⑤北京人已经有了简单的语言.

３．山顶洞人

距今约１８０００年,在北京人遗址的山顶洞穴中,生活着一种模样接近现代人的古人类“山顶洞人”.
他们不仅会打制石器、人工取火,而且掌握了磨光和钻孔技术,还能缝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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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远古文化

１．河姆渡文化和半坡文化

距今７０００年至５０００年,我国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进入到母系氏族公

社的繁荣阶段.这一时期人们过着定居生活,进入原始农耕时期.河姆渡原始居民已经开始种植水

稻.半坡原始居民掌握了种粟的技术,还种植蔬菜和麻.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和粟的国家.河

姆渡、半坡原始居民已普遍使用磨制石器,进入新石器时代.半坡原始居民有较高的制陶技术,所制陶

器有彩绘的图案花纹,被称为彩陶.此外,他们还有较高的纺织技能,会织麻布、制麻衣.

２．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距今约四五千年,我国一些地区相继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这

一时期的典型.那时,生产工具更加进步,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大汶口居民制作的黑陶和白陶,工艺

水平很高,纺织技术也有新的进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和丝织的国家.

３．炎帝、黄帝和尧、舜、禹的传说

炎帝、黄帝是距今约四五千年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首领.炎帝部落后与黄帝部落联合,与东方的

蚩尤部落大战于涿鹿之野,蚩尤战败被杀.炎黄部落在黄河流域长期生息繁衍,构成了后来华夏族的

主体部分.尧、舜、禹是黄帝以后黄河流域的几位部落联盟首领.那时,部落联盟实行的是民主推选首

领的制度,被称为“禅让”.

�N4��N4�

一、选择题

　　　　　　　　　　　　　　　　　　　　　　　　　　　　　　　　　１．我国境内最早的远古居民是 (A )

A．元谋人 B．仰韶人 C．北京人 D．河姆渡人

２．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 (D)

A．会不会用火 B．会不会使用工具

C．会不会渔猎和采集 D．会不会制造工具

３．下列各项表述不正确的是 (C)

A．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的国家

B．我国是世界上发现远古人类遗址最多的国家

C．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麻的国家

D．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和丝织的国家

４．能够制作黑陶和白陶,是下列哪一远古居民所掌握的制陶技术(D)

A．河姆渡文化居民 B．半坡文化居民

C．山顶洞人 D．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居民

５．以下属于最后一位通过禅让制产生的部落联盟首领的是(D)

A．黄帝 B．尧 C．舜 D．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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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解析题

　　下面是古书«礼记礼运»中的一段话: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橧巢,指木构的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

之肉,饮其血,茹(吞吃的意思)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请回答:
(１)这段话讲的是什么?
(２)文中“先王”指的是什么时代的人? 和我们所学历史中哪一个社会时期的情况类似?
(３)我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才改变“冬居营窟”“衣其羽皮”和“茹毛饮血”的状况呢? 试从课文中所学

的内容来说明.

	61�

二、材料解析题

(１)这段话讲的是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人们的生活情况,他们的衣、食、住都很粗陋.(２)“先王”是
指远古人类.这一段记载约与旧石器时代人们的生活相当,大约是在山顶洞人以前的北京人时期.
(３)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改变“冬则居营窟”“衣其羽皮”的生活.因为半坡氏族已经种麻,说明已有麻布

衣服.半坡、河姆渡氏族已有房屋,过着定居生活,也说明他们已告别了“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的
生活.

第二章　先　秦

夏、商、周时期从公元前２０７０年夏朝建立开始,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统一中国为止,经历了夏、商、西
周、春秋和战国几个阶段.夏朝是奴隶社会的开始时期,商朝是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西周是奴隶社会

的鼎盛时期,春秋是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周可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阶段,东周又经历了春秋和战国

两个时期.夏、商、西周和春秋是我国的奴隶社会时期,而战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时期.春秋和战

国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因而春秋和战国又称为社会大变革时期.

一、夏朝(公元前２０７０—前１６００年)

我国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二里头文化”,证实了与史籍记载相符的夏朝的历史.
(１)禹在约公元前２０７０年建立的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其统治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西

部和山西南部.
(２)夏朝的最后一个王(夏桀)暴虐无道,百姓不断反抗他的统治.约公元前１６００年,居住在黄河下

游的商部落,在首领汤的率领下乘机起兵,打败桀,夏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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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朝(公元前１６００—前１０４６年)

１．殷墟

商朝前期多次迁都.公元前１３００年,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了殷(今河南安阳西北),从此稳定下来,

所以商朝又称殷朝.商朝灭亡后,殷都由于年久失修而废圮,成为废墟,人们称之为“殷墟”.

２．甲骨文

１９世纪末,在河南安阳的殷都废墟发现了许多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这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

字,被后人称作“甲骨文”.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我们今天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发展而

来的.甲骨文反映了商王的活动和当时的社会情况.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

３．青铜器

商朝的手工业很发达,其中最重要的是青铜器制造业.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当时人们用它制

造武器、工具等,叫作青铜器.青铜器的代表为司母戊大方鼎(商朝后期制造,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

的青铜器)和四羊方尊(造型雄奇,工艺高超,是商朝青铜器中的精品).

三、西周(公元前１０４６—前７７１年)

１．武王伐纣

商朝最后一个王是商纣,统治非常残暴,他既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又用严刑酷法残酷镇压人民,作
“炮烙之刑”等.残暴的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商朝末年,活动在今陕西中部的周国迅速发展起来,经过周文王和周武王两代统治者的努力,国力

逐步强大.公元前１１世纪中期,周武王乘商朝内乱,率一些部落讨伐商纣王,双方在商都郊外的牧野

(今河南境内)展开激战.纣王临时武装大批奴隶进行抵抗,而奴隶们却在阵前发动起义,引导周军攻

入商都,纣王纵火自焚,商朝灭亡.周武王建立周朝,定都镐京(在今陕西西安附近),史称西周.

２．分封制

为了巩固奴隶制国家政权,周王先后把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由他们建立的国

家称诸侯国.诸侯国的国君要服从周王的命令,要向周王贡献财物,要派兵随从周王作战.周朝先后

分封了鲁、齐、燕、卫、宋、晋等７０多个诸侯国.周朝通过分封诸侯,发展成为一个疆域空前广大的奴隶

制国家.

四、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公元前７７０—前４７６年. 战国时期:公元前４７５—前

２２１年)
春秋战国时期(东周时期),是我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战争频

繁,诸侯争霸,民族不断融合.春秋是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公元前４７５
年,我国进入封建社会.

１．春秋五霸

(１)春秋五霸霸主:春秋时期,周王室日渐衰微,不被诸侯重视,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人
口和对其他诸侯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胜者成为霸主.春秋五霸,就是当时先后称霸的几位诸

侯.春秋五霸有两种提法:第一种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第二种是齐桓公、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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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２)相关争霸战争:古人曰“春秋无义战”,指的是春秋各国之间长期进行的旨在掠夺土地、人口、财

物的争霸战争.

①齐桓公首霸:公元前７世纪前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改革经济、政治、军事,齐国(在今山东境

内)很快成为东方强国.齐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联合黄河中游诸侯国,北御夷狄,南制楚蛮,进行

兼备战争,最后通过葵丘会盟,成为霸主.周王室派代表参加,承认齐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②晋楚争霸:晋文公和楚庄王先后称霸中原.晋文公当政时,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于公元前７世纪

后期,经城濮之战大败楚国,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公元前６世纪初,楚军大败晋军,楚庄王称霸中原.

③吴越争霸:春秋晚期,吴越先后在南方称霸.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是春秋后期的霸主.
(３)争霸战争的影响: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是中国奴隶制瓦解的反映.大国争霸的结果促进了奴隶

制度的衰亡,也为社会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制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大国争霸中,各大国兼

并小国,实现了区域性的统一.在此期间,华夏族和周边各部落的联系、交往、融合加强了,形成以东方

的齐国、南方的楚国、北方的燕国、西方的秦国为主的民族融合中心,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２．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从公元前４７５年至公元前２２１年,是我国封建制度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继续春秋时期

的纷乱争战状态,所以称为“战国”.战国时期,不少小诸侯国被大诸侯国兼并,剩下的诸侯国已经不

多,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称为“战国七雄”.七国为争夺土地和人口,不断征战,人民遭受

的苦难更为严重,都渴望结束战争,实现统一.

３．商鞅变法

(１)背景: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代替了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新兴的地主阶级要求废除奴隶主贵族特

权,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如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吴起在楚国

的变法.公元前３５６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开始变法.
(２)内容:

①废井田,开阡陌,国家承认田地归私人所有,准许土地自由买卖.

②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奖励耕战,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免除徭役,禁止弃农经商.

③建立县制,由国家统一控制.
(３)意义: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比较彻底的地主阶级政治改革,它不仅推进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

且推动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型.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废除了,封建经济得到了发

展,逐渐成为七个诸侯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４．都江堰

战国时期经济生产发展较快,农业发展尤为明显,各国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都江堰是当时泰国

蜀守李冰在成都附近岷江流域修建的综合性的防洪灌溉工程.都江堰控制岷江激流,使水势转为平

缓,既免除水灾,又灌溉了田地,为川西平原变成千里沃野创造了条件.

５．诸子百家

(１)背景:战国时期,奴隶制度进一步崩溃,封建制度逐步形成,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许多思

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和阶级立场出发,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发表不同的主张,逐渐形成墨家、儒家、道家和

法家等不同的派别,史称“诸子百家”.他们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其他学派,出现了“百家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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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的局面.
(２)主要的学派及其主张:

①墨家.创始人墨子,名翟,鲁国人.他主张“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尚贤”.

②儒家.战国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轲,邹国人,著有«孟子»,主张实行仁

政,强调“民为贵,君为轻”.荀子名况,赵国人,著有«荀子»,他认为自然界的变化有一定规律,提出人定

胜天的思想.

③道家.战国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名周,著有«庄子».

④法家.韩非子是战国法家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著有«韩非子»,他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
代必然超过古代.他强调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的反抗.他的学说被秦始皇采用.

�N4��N4�

一、选择题

１．“二里头文化”所证实的是(A )

A．夏朝的历史 B．商朝的历史

C．西周的历史 D．春秋的历史

２．西周统治者实行分封制的主要目的是(A )

A．巩固西周国家政权 B．消灭商朝残余势力

C．向诸侯国征收财物 D．保障西周国家兵源

３．战国时,主张“兼爱”“非攻”的思想家是(B)

A．孟子 B．墨子 C．庄子 D．荀子

４．韩非子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其核心主张是(B)

A．“无书简之文” B．“以法为教”

C．“无先王之语” D．“以吏为师”

５．下列人物中将君主与人民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的是(C)

A．孟子 B．庄子 C．荀子 D．老子

６．在“春秋五霸”中,最早称霸的诸侯是(D)

A．晋文公 B．楚庄王 C．越王勾践 D．齐桓公

二、材料解析题

阅读以下材料: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

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

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

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摘自«商君书更法»)
请回答:
(１)材料表达了商鞅怎样的政治观点? 属于什么思想派别?
(２)这一观点产生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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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这一观点的实践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三、问答题

１．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说:“商代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请用

史实加以说明.

２．北宋苏轼说:“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只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而亡.”
结合商鞅变法的背景、历史作用和对秦亡的认识,评析苏轼这一观点.

３．“百家争鸣”局面是怎样出现的? 哪一家的学说对战国时期统治者最有用? 举例说明.

	61�

二、材料解析题

(１)商鞅认为,统治者应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不应墨守成规,而应勇于变

革.属于法家思想.(２)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经济势力越来越大,要求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
建立地主阶级专政,这种社会存在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就是变法思想产生的原因.(３)这一观点的实

践就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变法使秦国的旧制度被废除,封建经济得到发展,秦国逐渐成为七国中实力

最强的国家.

三、问答题

１．商朝拥有辽阔的疆域;商朝的青铜制造和青铜艺术具有独特风格,其铸造技术达到当时世界的先

进水平;商朝的文字已经比较成熟,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商朝的天文历法也具有世

界水平.可以说商代文明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基石.

２．苏轼认为商鞅变法“召怨天下”使秦朝“旋踵而亡”是不全面的.商鞅实行的严刑峻法和文化高压

政策,引起一些人的埋怨是有的,但不至于“召怨天下”.(１)商鞅变法顺应春秋以来土地私有制取代井

田制,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建立地主阶级专政、发展封建经济的历史趋势,是战国时期比较彻底的一场地

主阶级政治改革.(２)它废除了秦国的旧制度,推动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秦国逐渐成为七国中实力最

强大的国家,从而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３)商鞅变法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遭到奴隶主

贵族的反对是不足为奇的,而苏轼以此斥责变法“召怨天下”是不对的.(４)秦朝的灭亡,是在商鞅变法

百年之后,也不是因变法灭亡,而是秦朝的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被农民战争推翻的.苏轼把秦亡与变

法联系在一起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５)苏轼对商鞅的贬斥,其用意在于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寻找历史

依据.

３．战国时期,奴隶制度进一步崩溃,封建制度逐步形成,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许多思想家从

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发表不同的主张,并逐步形成墨家、儒家、道家、法家等不

同派别,史称“诸子百家”.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别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
局面.其中法家学说对战国时期统治者最有用.例如,韩非子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胜过古

代,人们应按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他主张“以法为本”来治国,并且“法不阿

贵”.这些认识和主张,对战国时期统治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法治是当时的治国之道,行者必

昌.秦国的历史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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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秦、汉

秦汉时期(公元前２２１—公元２２０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时期,

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时期,包括秦、汉两朝及西汉、东汉之际的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的历史.

一、秦朝(公元前２２１—前２０６年;创建者是秦始皇嬴政;定都咸阳;两世而亡

的朝代)
１．秦的统一

(１)经过:从公元前２３０年至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王嬴政陆续灭掉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

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定都咸阳.秦朝的疆域东临大海,西到陇西,北抵长城,南濒南海,大
大超过了前代.

(２)意义:

①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战乱局面,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②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安定生活和相互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符合各族人民的

共同愿望.

２．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一整套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规定封建国家

的最高统治者为皇帝,他自称“始皇帝”,因此历史上称秦王嬴政为秦始皇.秦始皇把封建国家的政治、
经济、军事大权集中在自己一人手中,政事无论大小,最后全由皇帝裁决.在中央设丞相、御史大夫、太
尉等官职,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负责监察百官;太尉管理军事.他们全由

皇帝任免,必须绝对服从和执行皇帝的命令.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把全国分成３６郡(后
加至４０多郡),郡下设县.郡县为地方行政单位,郡县长官都由皇帝直接任免.皇帝把全国各地的权力

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
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秦统一后,秦始皇下令统一度量衡、货币,便利了经济的发展;下令把简

化了的字体小篆作为标准字体,文字的统一,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３．秦末农民战争

(１)陈胜、吴广起义.

原因:一方面,秦的暴政;赋税沉重,田租和种种苛捐杂税繁多;兵役、徭役繁重,修阿房宫、筑骊山

墓、开灵渠、戍边塞、修驰道等;法律严酷.另一方面,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公元前２１０年

秦始皇病逝,秦二世的统治更加残暴.
经过:公元前２０９年７月,陈胜、吴广在蕲县大泽乡发动农民起义,他们杀死押送他们的军官,提出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号召大家起来推翻秦朝的统治.起义军攻占了陈(今河南淮阳),陈胜自

立为王,建立张楚政权.
历史意义:陈胜、吴广发动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推翻了秦朝残暴统治,沉重打击

了地主阶级,迫使后来汉初统治者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政策.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我国历史上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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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闪耀着光辉.他们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汉初“布衣将相”局面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２)楚汉战争.陈胜、吴广失败后,继起领导秦末农民战争的是项羽和刘邦.公元前２０７年,项羽以

少胜多,在巨鹿大败秦军主力.公元前２０６年,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攻占咸阳,秦朝被推翻.自公元前

２０６年至公元前２０２年,项羽和刘邦为争做皇帝,进行了四年的战争,史称“楚汉战争”.刘邦善于收拢

民心,宣布废除秦的苛法,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他重视人才,得到萧何、张良、
韩信等人的辅佐;有富饶的关中作根据地,逐渐由弱变强.公元前２０２年,刘邦率军进攻项羽,在垓下包

围楚军,项羽率军突围失败,无奈下在乌江自杀.公元前２０２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

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二、两汉(西汉:公元前２０２—公元８年;创建者刘邦;定都长安. 东汉:公元

２５—２２０年:创建者刘秀;定都洛阳. 公元９—２３年是王莽建立新政权时期)
１．文景之治

西汉初期,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休养生息”的意思就是在政策上实行缓和宽舒的办

法,让老百姓能安定地生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因为文、景二帝采取了缓和政策,当时社会秩序比较

安定,农民可以比较安定地生活和生产,人口增加了,社会经济发展了,国家也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
国家粮仓满了,新谷子压着旧谷子,一直堆到露天地上.府库里藏着大量的钱,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

都烂了.封建时代的“治世”出现了.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文景之治”.

２．汉武帝

汉武帝即位时,国库充足,国家实力雄厚,有条件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国家也存在土地兼并、商贾膨

胀、边境不宁等问题.因此,他推行了一系列实现封建大一统的措施.

３．光武中兴

公元２５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就是汉光武帝.刘秀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安抚

的统治方法(即以柔道治天下),调整了统治政策:
(１)先后下了九道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
(２)注意减轻赋税,把田租从十税一恢复到三十税一,还废除了王莽时的苛捐杂税.
(３)注意整顿吏治,严惩贪官酷吏.
(４)裁并地方官衙,削减官吏,复员军队,让大批劳动力回乡,从事农业生产.
(５)提倡节俭.
在他统治十多年后,全国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史称“光武中兴”.

４．西域都护府

公元前６０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进行军事、政治管理,还保护商旅往来,这是西域正式

归属于中央政权的开始.从此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政府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一任

西域都护是郑吉.

５．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丝帛锦绣沿着通道不断西运,
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陆续输入中国.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著称于后世的“丝绸之

路”.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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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汉文化

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时期,儒生董仲舒为了适应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对儒家学说做了发展:宣扬天是

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天子,代表天统治人民,全国人民都要服从皇帝的统治,诸侯王也要听命于皇帝,这
叫作“大一统”.为了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就需要实行思想上的统一,因此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建议,主张只提倡儒家学说,禁止其他各家学说的传播.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用儒家思想教育

青年子弟.

２．王充

王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东汉前期,他对神学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他的思想体现

在«论衡»一书中.

３．造纸术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西汉以前,人们主要把书写在竹、木简和帛上.西汉前期,我国

劳动人民发明了造纸术,开始用丝絮和麻纤维造纸.到了东汉,宦官蔡伦于１０５年改进了造纸术,用树

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原料制成了植物纤维纸.

４．张衡

张衡是东汉时期杰出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最重要的发明是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这是世界上

最早的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欧洲第一台地动仪早１７００多年.

５．张仲景

张仲景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他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他在书中全面阐述了中医理论和治病

原则,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

６．华佗

华佗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他擅长针灸和外科手术,制成一种麻醉药剂,叫“麻沸散”.他医术高

明并具有救死扶伤的精神,被尊称为“神医”,于２０８年为曹操所害.

７．«史记»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写出了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N4��N4�

一、选择题

１．秦始皇“焚书坑儒”反映出的本质问题是(D)

A．秦始皇个性残暴 B．秦朝政治统治严酷

C．秦始皇无视传统文化 D．专制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

２．我国发明造纸术的朝代是(C)

A．战国 B．秦朝 C．西汉 D．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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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西域都护府开始设置的朝代是(B)

A．秦 B．西汉 C．唐 D．东汉

４．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生是(B)

A．扁鹊 B．华佗 C．张仲景 D．孙思邈

二、材料解析题

以下材料均摘自«后汉书»,请阅读.
材料一:诏曰:“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议省刑法.”
材料二:诏曰:“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
材料三: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

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
材料四:诏曰:“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
材料五: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请回答:
(１)这些诏书是谁下的? 请概括其内容.
(２)这些诏书使国家出现了什么局面? 史称什么?

三、问答题

１．试评价秦始皇和汉武帝.

２．列举秦汉文化的成就.

	61�

二、材料解析题

(１)这些诏书是汉光武帝刘秀下的.其内容有:省刑法,释放奴婢,禁止残害奴婢;减轻赋税,实行

三十税一;提倡节俭等.(２)诏书的实施,使全国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经济得到恢复,户口增加,史
称“光武中兴”.

三、问答题

１．秦始皇的功:(１)灭六国统一全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

会生产的发展,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２)为建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统一,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在政治上,确立皇权至高无上,确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对我国历

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经济上,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便利了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统一文字,促进了

各地文化交流;在军事上,派兵出击匈奴、修筑长城,保护了中原农业生产的发展,派兵攻打越族,促进

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秦始皇的过:(１)“焚书坑儒”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２)把沉重的赋税、繁重的

兵役和徭役加在劳动人民头上,实行“族诛”“连坐”等严酷的法律,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他死后不久农

民起义爆发了,秦朝短命而亡.
汉武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皇帝,在他的大一统思想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西汉

统治达到鼎盛.(具体材料略)

２．(答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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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又称魏晋南北朝,从２２０年至５８９年,是我国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

时期,在此期间江南经济得到发展,士族势力形成.

一、从统一到分立

１．三国分立(２２０—２８０年)

东汉末年,黄河中下游的袁绍和曹操两大军事集团之间进行了一场兼并战争.２００年,曹操以少量兵

力大胜袁绍,史称官渡之战.不久,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曹操统一北方后,想趁胜统一全国.２０８年,

曹操率军２０多万南下,直接威胁到刘备和孙权在南方地区的统治.孙刘联军共５万人在赤壁同曹操决

战,以少胜多,大败曹军.赤壁之战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

２２０年,曹操的儿子曹丕自称皇帝,建立魏国,定都洛阳.２２１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史称蜀

国.２２２年,孙权建立吴国,后定都建业(今南京).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了.

西晋,从２６５年至３１６年,创建者是晋武帝司马炎,定都洛阳.东晋,从３１７年至４２０年,创建者是

司马睿,定都建康(今南京).

２６３年,魏出兵灭蜀.２６５年,魏国权臣司马炎废魏帝自立,建立晋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

２８０年,西晋派兵灭吴,统一南北.晋惠帝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社会动荡,匈奴贵族

刘渊乘机起兵.３１６年,匈奴兵攻占长安,俘虏了西晋的皇帝,西晋灭亡.

２．淝水之战

４世纪后半期,氐族贵族建立的前秦统一了黄河流域,３８３年,苻坚强征各族人民当兵,水陆并进,

企图一举灭掉东晋,东晋宰相谢安主张坚决抗击,派谢石、谢玄带兵迎击.谢玄要求秦军稍退,让晋军

渡淝水决战.苻坚想乘晋军渡水时突击,接受了谢玄的要求,命令军队后退.不料秦军一退不可收拾,

谢玄等引兵渡河追击,秦军大败溃逃.淝水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战后不久,前秦统治瓦解.

３．南北朝

４２０年,东晋大将刘裕废掉东晋皇帝,自称皇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刘宋以后,南方又先后经历了

齐、梁、陈三朝,都城都在建康.历史上把这四个朝代总称为南朝.与南朝同时,北方鲜卑族拓跋部首

领拓跋珪建立的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５３５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来东魏和西魏又各为北齐

和北周所代替,北方的这五个朝代总称为北朝.北朝和南朝同时并存,合起来称为南北朝.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经济

１．屯田制

１９６年,曹操在许都(今河南许昌)招募流民,种植荒田,获得大量粮草,称为屯田.随后,曹操在所

有州郡设置田官,推广屯田,形成制度.为了解决军粮,吴蜀两国也效法曹魏实行屯田.这样,屯田制

成为三国时期招抚流民,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种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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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江南的开发

三国时期,吴国对江南的开发已使江南的生产事业有较大的发展.西晋末年,北方大批农民向南

迁移,带来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同南方人民共同开发江南地区.他们兴修了许多塘堰,农
民还焚烧茂草和丛林,或者在湖沼周围筑堤排水,开辟出大片肥沃田地.江南经济的开发使南北经济

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也为隋唐经济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化

１．祖冲之

祖冲之,南朝人,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数学家,他计算出了圆周率的数值是在３．１４１５９２６和３．１４１５９２７之

间,在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的数值准确到小数点以后的七位数字,比欧洲要早近１０００年.

２．«齐民要术»

生活在北魏和东魏时期杰出的农学家贾思勰,写出了农书———«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是我国现

存的一部最早的、最完整的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的优秀著作之一.

３．范缜

范缜是南朝齐、梁之间的无神论者,他针对佛教宣扬的神不灭谬论,发表了著名的«神灭论»,系统

阐述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神灭论»揭穿了统治阶级利用佛教进行的欺骗,是我国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

４．王羲之

东汉末年,书法逐渐成为一种艺术,曹魏的钟繇开始把字体由隶书转化为楷书.东晋的王羲之,是
我国古代杰出的书法家,被后人尊称为“书圣”,人们赞美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他的代表作是

«兰亭序»,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

５．三大石窟

北魏前期开凿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北魏孝文帝迁都时开凿的洛阳龙门石窟,以及开凿于隋唐时

期的甘肃敦煌莫高窟,成为我国现存石窟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三大石窟艺术宝库,反映了古代劳

动人民在雕刻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６．佛教与道教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东汉明帝派人到西域求取佛经,迎来西域高僧,
并在洛阳修建白马寺,翻译了佛经.佛教很快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扶持.佛教的传播,对我国文

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N4��N4�

一、选择题

１．以下各项中表述不正确的是(B)

A．赤壁之战促成了三国鼎立格局的初步形成

B．曹操废汉献帝,在洛阳称帝建魏

C．刘备在成都称帝建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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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孙权在建业称王建吴

２．东晋的都城是(D)

A．建业 B．洛阳 C．许昌 D．建康

３．«齐民要术»的作者是(A )

A．贾思勰 B．祖冲之 C．范缜 D．张衡

二、材料解析题

１．阅读以下材料:
“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军部阵严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兵,顾谓融曰:‘此

亦劲敌,何谓弱也!’阮然始有惧色.
玄等乘胜追击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

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摘自«资治通鉴»)
请回答:
(１)材料中的两句成语是什么?
(２)这次著名战役的名称是什么? 作战双方是谁?
(３)这次战役的结果怎样? 为什么?

２．阅读以下材料:
“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

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请回答:
(１)材料出自何书? 作者是谁?
(２)材料中的“刃”与“利”分别比喻什么? 二者关系如何?
(３)材料反映了作者的什么思想?

三、问答题

１．试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２．简述江南农业开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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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解析题

１．(１)“草木皆兵”和“风声鹤唳”.(２)这次战役是淝水之战.作战双方是前秦和东晋.(３)战争结

果是东晋胜利,前秦失败.原因:前秦兵虽多,但战斗力不强;秦军战线拉得过长;秦军不得人心;秦军

指挥有误.东晋兵虽少,但战斗力强;团结战斗;指挥正确.

２．(１)出自范缜的«神灭论».(２)“刃”喻为肉体,“利”喻为精神.两者的关系是:没有刀刃,就不会

有锋利;没有肉体就不会有精神.(３)反映了作者的无神论思想.

三、问答题

(答案略)



	 
  * 5 
 -D8+:(2

１６　　　

第五章　隋、唐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始于５８１年隋朝建立,结束于９０７年唐朝的灭亡,历时３２０
多年.这一时期,全国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继续发展,呈现繁荣景象.隋唐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上有许多建树,经济空前繁荣.

一、隋唐政治

(一)隋朝(５８１—６１８年;创建者是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即今西安,两世而亡的朝代)

１．隋朝的统一

５８１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杨坚就是隋文帝.５８９年,隋灭

陈,统一全国.

统一意义: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生产,南北的经济

文化得到了交流.

２．科举制

(１)背景: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经无

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
(２)继承和完善:贞观时,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首创了武举和殿试.到

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
(３)意义: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起到了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

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这一制度为历朝所沿用,影响深远.

(二)唐朝(６１８—９０７年;创建者是唐高祖李渊;定都长安,即今西安)

１．贞观之治

(１)唐朝建立:６１８年,隋炀帝为部将所杀,腐朽残暴的隋王朝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覆灭了.当农民

起义蓬勃发展的时候,隋朝大臣李渊和儿子李世民等乘机起兵,攻占长安,于６１８年建立唐朝,定都长

安.６２６年,唐高祖李渊把帝位传给儿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是唐太宗.
(２)贞观之治:唐太宗吸取隋亡的教训,注意调整统治政策.在唐太宗统治时期,社会比较安定,政

治比较清明,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社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太宗的年号为“贞观”,历史上把这一时

期称为“贞观之治”.

２．文成公主

贞观时期,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多次遣使向唐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了他.文成公主入吐

蕃,带去大批精美的手工艺品和多种生产技术、医药书籍,大大有利于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

３．武则天

唐太宗死后,由唐高宗继位.高宗多病,皇后武则天替他处理政事,逐渐掌握了大权.高宗死后,

武则天做了皇帝;她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后人称她的统治“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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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开元之治

武则天死后,过了几年,她的孙子唐玄宗继位.唐玄宗前期年号“开元”.这一时期他励精图治,重
视官员的人选,亲自考核新任命的县令,斥退不合格人员.他任用了有才干的姚崇、宋璟做宰相.开元

期间,政治稳定,经济继续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称“开元盛世”.

５．安史之乱

武则天死后,唐朝政局动荡不安.唐玄宗(７１２—７５６年在位)即位.７５５年,管辖今河北、山西、辽宁

一带的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市)起兵,发动叛乱战争,攻占洛阳、长安.两年以后,唐朝大将郭

子仪、李光弼率领唐军,在回纥兵的帮助下收复长安、洛阳.后来,安禄山的旧将史思明又起兵反唐.

直到７６３年,唐军才打败叛军.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争,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破坏了北方经济,中
央集权大大削弱,边防空虚,藩镇割据,北方人口大量南迁.

６．黄巢起义

８７５年,王仙芝领导山东、河南一带农民数千人在长垣起义.同年,黄巢起义响应.后来,王仙芝战

死,起义军在黄巢领导下,采取避实击虚的方针,展开流动作战,转战了大半个中国.８８１年初,起义军

开进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齐.唐统治者向起义军反扑.８８３年,起义军撤出长安,８８４年,黄巢在泰山

附近战败自杀.

历史意义:首先,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瓦解了唐朝的腐朽统治,使唐朝名存实亡.其次,沉重打

击了封建地主阶级,进一步摧垮了魏晋以来腐朽的士族势力.最后,唐末农民战争波及大半个中国,是
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农民军首次提出平均思想,反映了广大农民均产、均田的要求.

二、隋唐经济

１．大运河

６０５年,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东北通到涿郡(今北京市),东南到余杭(今
浙江省杭州市),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全长四五千里,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

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南北经济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是世界上最早、最长

的运河,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２．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唐初统治者继续沿用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唐朝的均田制规定,每个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受田一百

亩.其中二十亩可以传给子孙,叫作“永业田”;八十亩归农民使用,死了以后由政府收回,叫作“口分

田”.唐朝的租庸调制规定,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谷物二石,叫作“租”;纳绢二丈或布二丈四尺,叫
作“调”;服徭役二十天,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叫作“庸”.唐朝的庸不再规定年龄限制.均

田制使农民得到一定土地;租庸调制,特别是纳绢代役,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

３．曲辕犁

唐朝的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改进和创造了生产工具,最主要的有:曲辕犁.旧式的犁是直辕,唐朝

农民改为曲辕.曲辕犁便于深耕,也节省畜力.

４．两税法

两税法主要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收税.这就改变了过去以人丁为主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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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标准,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个大变化.两税法开始实行的一段时间里,唐政府的收入增多了一些.

但是地主阶级千方百计把新增加的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使农民受到的剥削仍然很繁重.

三、隋唐文化

１．赵州桥

隋唐时期,由于经济繁荣和交通运输的需要,建造的桥梁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赵州桥,它由隋朝

杰出工匠李春等人建造,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

２．雕版印刷术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中以雕版印刷术为最早.早在隋唐时期,已经有雕

版印刷的佛经、日历和诗集.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８６８年唐朝印制的«金
刚经»卷子.

３．僧一行

僧一行是唐朝著名的天文学家,在他的倡议和指导下,唐政府派人到全国进行天文观测.僧一行

从实测里得出了子午线的长度.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僧一行制定的«大衍历»,比较

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表明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他还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

午线长度的创始人.

４．«千金方»

唐朝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写出的医学著作«千金方»,全面总结了历代和当时的医学成果,并有许

多创见,在我国医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尊称孙思邈为“药王”.

５．唐诗

唐朝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流传至今的有２０００多位诗人创作的近５万首诗歌.

�N4��N4�

　　　　　　　　　　　　　　　　　　　　　　　　　　　　　　　　　一、选择题

１．隋朝时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一段运河是(B)

A．永济渠 B．通济渠

C．邗沟 D．江南河

２．武则天之所以被史学界肯定,最主要的原因是(D)

A．她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B．她替多病的唐高宗助理政事

C．她能重用有才能的人 D．她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继续发展

３．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B)

A．藩镇割据 B．安史之乱

C．宦官专权 D．朋党之争

４．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A )

A．«金刚经»卷子 B．«千金方» C．«大衍历» D．«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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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解析题

１．阅读以下材料: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

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用乃可致耳.若兵伐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圭曰:
‘昔日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伐,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 失所以安人之

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知’”(摘自«贞观政要»)
请回答:
(１)唐太宗提出了哪两条治国措施? (用原文答)
(２)王圭总结出了历史上哪些人的教训?
(３)他们的认识付诸实践的结果如何?

２．阅读以下材料:
“贼陷京师.时巢众累年为盗,行伍不胜其富,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既入春明门,坊市聚观

巢贼众竟投物遗人.十三日,贼巢僭位,国号大齐.贼攻其第,直方族诛,沆、瓒数百人皆遇害.自

是始酷虐,族灭居人.”(摘自«旧唐书»)
请回答:
(１)材料中的“贼”是指何人? “京师”是何地?
(２)材料中“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说明什么?
(３)材料中“贼攻其第,直方族诛”又说明了什么?

三、问答题

１．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

多.”试对这首诗的观点加以评析.

２．唐中期为什么实行两税法? 其意义和作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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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解析题

１．(１)提出的两条措施是“务本”和“简静”.(２)总结出了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等人的教

训.(３)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２．(１)“贼”指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京师”是长安.(２)说明农民起义军关心贫民的疾苦,反映

了“黄王起兵,本为百姓”的农民军本质.(３)说明农民起义军痛恨大贵族、大官僚,对他们进行镇压是

很自然的事.

三、问答题

１．皮日休认为:人们都说隋朝的灭亡是因为开通了大运河,可是至今南北航运还在依赖着它;若不

是隋炀帝乘龙舟巡游江都,其功劳简直可与大禹相比较.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有功也有过,但功大于过.
皮日休的观点是正确的.(１)从隋炀帝开通运河的目的看,是为了加强南北的交通,巩固隋朝对全国的

统治;从开通后的作用看,运河长期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南北经济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

世界上最早、最长的大运河.这是主要的.(２)当然,在运河的开通过程中,确实加重了人民的徭役负

担;运河开通后,隋炀帝三次巡游江都,也确实给沿岸的人民带来过灾难,但这是次要的.

２．(答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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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五代、辽、宋、夏、金、元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从朱温建立后梁开始,到１３６８年元朝灭亡为止,我国又一次经历了从分

裂割据到国家统一的历史过程.民族政权先后并立,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

一步加强,在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商品经济有了突出的进步,出现了许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科技成就.

一、政权并立与经济发展

五代十国:９０７—９６０年.

北宋(９６０—１１２７年):创建者是赵匡胤,定都东京,即今开封.

南宋(１１２７—１２７９年):创建者是赵构,定都临安,即今杭州.

辽(契丹,９０７—１１２５年):创建者是耶律阿保机.

金(１１１５—１２３４年):创建者是完颜阿骨打,定都会宁,即今黑龙江阿城区南.

西夏:１０３８—１２２７年.

１．王安石变法

９０７年,节度使朱温废掉唐朝皇帝,建立后梁,继之而起的有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朝代先

后更替,统治北方黄河流域达５０多年,史称五代.与五代同时,在南方和山西先后出现过十个割据政权

交替并存,总称十国.五代十国是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的历史时期,直到北宋初期削平割据势力,才结

束了这种分裂混乱局面.９６０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发动兵变,取代后周,做了皇帝,

建立宋朝,定都东京,史称北宋.

１０６９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希望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克服封建统治

危机的目的.

王安石的新法推行了十几年,取得了一定成效.政府的收入增加了,军事力量也有所增强.但是,

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新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

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新法几乎全部被废除.

王安石针对社会积弊大胆改革,这种勇于创新、敢于斗争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肯定的.王

安石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

２．澶渊之盟

唐末,原住在辽河上游一带的契丹族势力发展起来.９１６年,耶律阿保机称皇帝,建立契丹国,后
来,契丹改国号为“辽”.１００４年秋,辽军大举进攻北宋,直抵黄河岸边的澶渊(今河南濮阳)城下.宰相

寇准力主抵抗,要求皇帝亲征,宋真宗勉强到了澶渊,宋军出击,打退了辽军.第二年,辽宋达成和议:

辽撤兵,北宋答应送给辽“岁币”.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

３．岳飞抗金

１１２７年,金俘获宋朝皇帝,北宋亡.同年,北宋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皇帝,后来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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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史称南宋.金军控制北方大片领土后,岳飞率宋军联合北方的抗金义军,给金军以重大打击.他

的军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被称为“岳家军”,成为当时抗金力量的中坚.１１４０年,金军以兀术为统帅,
大举攻宋.以宋高宗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害怕抗金力量壮大对他们不利,合谋向金求和,命令岳飞班

师,继而解除岳飞兵权,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杀害.

二、元朝(１２７１—１３６８年;创建者是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即今北京)

１．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行政区域

元朝政府在西藏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此外,还在西藏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戍军

队.总之,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已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２．行省制度与宣政院

为了对全国进行有效统治,元政府建立了行省制度,即: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中书

省上承天子,下总百司,为最高行政机关,行使宰相职权;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事管理机关;御史台为最

高监察机关.另外,设宣政院,统领宗教事务和管辖西藏地区.在地方,实行行省制度.除河北、山西、
山东由中书省直接管理外,元统治者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由中央委派官员管理.行省

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３．澎湖巡检司

元朝时,大陆和台湾(当时称琉球)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元政府设置了澎湖巡检司,负责管辖澎湖和

台湾,元朝每年从那里征收盐税.澎湖巡检司的设置,加强了元政府对台湾的管辖.

三、五代、辽、宋、夏、金、元的文化

１．活字印刷术

１１世纪中期,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北宋人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既经济又省时,是
印刷技术的一次革命.欧洲到１５世纪才有活字印刷,比毕昇的发明晚了４００年.

２．指南针和火药

(１)指南针:战国时,我国人民发现了磁石指南北的特性,制造了辨别方向的仪器———司南.北宋

时,指南针用于航海事业.
(２)火药:火药是我国古代炼丹家在炼丹时发明的.
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和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四大发明,也是我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的重

要标志.

３．沈括

沈括是北宋杰出的科学家.«梦溪笔谈»由沈括所著,内容包括我国古代许多科学成就以及沈括自

己在科学技术上的创见.«梦溪笔谈»在我国科技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４．郭守敬

郭守敬是元朝杰出的科学家.他经过精密推算,算出一年有３６５．２４２５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

际时间相差无几,他编成的«授时历»与现行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然而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３００年.

５．宋词

宋朝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词.词是一种新体诗歌,在唐朝时已出现,最初在民间流行.句子有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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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便于吟唱.经过五代到两宋,词获得极大发展.

６．元曲

元朝,戏剧空前发达,出现了元杂剧.元杂剧把音乐、歌舞、动作、念白熔于一炉,是比较成熟的戏

剧形式.元朝还有一种歌词,称为散曲.元杂剧和散曲统称元曲.

７．«清明上河图»

宋朝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北宋东京汴河沿岸风光和繁华景象.

８．«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写的,这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巨著.书中总结出许多经验

教训,供封建统治阶级作政治活动的借鉴,故称«资治通鉴».

�N4��N4�

　　　　　　　　　　　　　　　　　　　　　　　　　　　　　　　　　一、选择题

１．元朝时,直接管辖台湾的机构是(D)

A．中书省 B．行中书省

C．宣政院 D．澎湖巡检司

２．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事业开始于(C)

A．三国 B．隋朝 C．宋朝 D．元朝

３．«梦溪笔谈»的作者是(B)

A．僧一行 B．沈括 C．郭守敬 D．毕昇

二、材料解析题

１．阅读以下材料:
材料一:“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法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

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摘自«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上)
材料二:“臣伏见天下官吏,员数极多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贪残害物者,此等之

人布在州县,并无黜陟.因循积弊,冗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摘自«欧阳文忠公文

集»卷９７)
材料三:“物力穷困,人心怨嗟,朝廷不能抚存,遂使为盗.惊扰州县,杀伤吏民,恣凶残之威,

泄愤怒之气”(摘自«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４３)
请回答:
(１)上述材料描述了何时的社会状况?
(２)根据以上材料可知当时的社会状况如何?
(３)统治集团采取了怎样的对策? 收效和结果怎样?

２．阅读以下材料:
“世祖皇帝建元中统以来,始末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辅相者曰‘中书

省’,本兵者曰‘枢密院’,主弹纠者曰‘御史台’
夫外之郡县,其朝廷远者.则镇之以行中书省.若有边徼之事者,则置宣慰司以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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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刺之事,则有行御史台领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以治之.”(摘自«元文类»卷４０)
请回答:
(１)上述材料记载的是哪一朝的制度?
(２)材料中“中书省”是什么机构? 管辖什么地方?
(３)这一制度影响如何?

三、问答题

１．分析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效果和失败原因.

２．概述宋元时期的科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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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解析题

１．(１)描述了北宋中期的社会状况.(２)北宋中期出现了一系列统治危机.①财政危机:官吏人数

极多,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②政治危机: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穷困,阶级矛盾尖锐,农民

起义经常发生.③边疆危机:辽和西夏威胁着北宋的安全.(３)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在一定

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但由于用人不当和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宋神宗死后被废除.

２．(１)元朝的制度.(２)“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管辖大都及其邻近地区.其他地方设“行中

书省”,简称“行省”或“省”.(３)行省制度有利于对全国的管辖,以后各朝基本延续下来,可见影响之

深远.

三、问答题

(答案略)

第七章　明、清(鸦片战争以前)

１４世纪中期至１９世纪中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明朝和清朝(鸦片战争以前)统治时期.明朝时,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清朝奠定了我国今天疆域的基础,这一时期是封建社会由盛到衰的转变期.

一、明朝(１３６８—１６４４年,创建者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应天,即今南京,后迁

都北京)

１．君主专制的加强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君主专制.具体措施有:

①在中央,废除丞相,加强君权.

②在地方,废除行省,设立三司.

③在中央,明太祖将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和兵部相互制约.

④制定«大明律»,加强法治.

⑤八股取士,控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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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靖难之役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把儿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他死后,孙子建文帝继位.建

文帝采取了一系列削藩措施,严重威胁藩王的利益,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史
称“靖难之役”.１４０２年,朱棣攻破京师.战乱中建文帝下落不明.同年,朱棣即位,他就是明成祖.

３．郑和下西洋

从１４０５年到１４３３年,郑和先后七次航海,到过亚非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

海沿岸.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的航海比欧洲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郑
和的第一次远航比哥伦布远航早８０多年.郑和是我国和世界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

４．戚继光抗倭

明朝中期,海防松弛,日本的武士、商人和海盗经常骚扰我国沿海地区.沿海居民称他们为“倭
寇”.明政府派遣将领,调集军队,进行了有力抗击.民族英雄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在驱逐倭寇的斗

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清朝(后金至鸦片战争前:１６１６—１８４０年;努尔哈赤创立后金;顺治帝入关)

１．清朝的建立

明朝后期,辽东建州女真的杰出首领努尔哈赤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在统一的过程中,他创立了

八旗制度.１６１６年,女真各部的统一基本完成,努尔哈赤称汗,建立政权,定都赫图阿拉,国号金,历史

上称为后金.建立政权后,努尔哈赤开始进攻辽东的明军,夺取了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把都城迁到沈

阳.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汗位,改女真族名为满洲.１６３６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

皇太极就是清太宗.１６４４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接着,清世祖入关,定都北京.清朝逐步统一全国.

２．军机处

军机处的设置,使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军机处的设置,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制度发展到顶峰.

３．文字狱

为了从思想上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压制反清思想,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康熙

帝以后,文字狱更加严重.文字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一些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更多的人因此不

敢过问政治.文字狱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４．收复台湾

１６２４年,荷兰殖民者侵占我国台湾西南海岸安平湾一带,后来进一步侵占了整个台湾.１６６１年,郑
成功率部从金门出发,横渡台湾海峡,经过激烈的战斗,打败了盘踞台湾３８年的荷兰殖民者.第二年

初,荷兰殖民者正式投降,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１６８３年,清军进入台湾,第二年,设置

台湾府.

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清朝初期,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主要表现:

①同蒙古、新疆地区关系的加强.

②同西藏地区关系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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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改土归流”和台湾府的设置.

④清朝是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三、明清经济与文化

１．一条鞭法

明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田地,沦为地主、官僚的佃户.地主、官僚千方百计逃税,
严重影响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

２．摊丁入亩

１７１２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雍正帝一上台就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摊

丁入亩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３．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１)黄宗羲: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他揭露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得出君

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的结论,他提倡“法治”,反对“人治”.他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
(２)顾炎武: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他写出«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许多富有价值的著作,他提出

“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才能“天下治矣”.
(３)王夫之:明末清初杰出的唯物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

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观点.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即“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朴素辩证法思想,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

４．徐光启

徐光启是明朝末年的科学家,他编写的«农政全书»,综合介绍了我国传统农业成就,建立了一个较

完整的农学体系.

５．宋应星

宋应星是明朝杰出的科学家,他写的«天工开物»一书,总结了明朝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被国

外称为“中国１７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６．李时珍

李时珍是明朝卓越的医药学家,写成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书中收录了１８００多种药物,记载１万

多个药方,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丰富、考订最详细的药学著作.

７．明清小说

明清是我国古典小说蓬勃发展的阶段,产生了许多优秀的长篇和短篇小说.明清小说具有很高的

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主要的小说有:«三国演义»«水
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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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选择题

１．明太祖在地方设立三司,其中掌军政的是(B)

A．布政司 B．都指挥使司 C．按察司 D．巡检司

２．明朝郑和船队下西洋,最远到达(C)

A．波斯湾和红海沿岸 B．波斯湾和非洲南端

C．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 D．非洲东海岸和非洲南端

３．被誉为“中国１７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著作是(C)

A．«农政全书» B．«齐民要术»

C．«天工开物» D．«本草纲目»

４．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所打败的殖民者是(D)

A．英国 B．西班牙 C．葡萄牙 D．荷兰

二、材料解析题

阅读以下材料:
“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

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

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摘自«明夷待访

录»)
请回答:
(１)引文的作者是谁? 他是何时的人?
(２)引文反映了作者的什么思想?
(３)作者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怎样影响?

三、问答题

１．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２．清朝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是怎样巩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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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解析题

(１)作者是黄宗羲.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２)反映了作者具有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３)作者的

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三、问答题

(答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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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中国近代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

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第一章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过程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过程的开始.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１８４０—１８４２年)

１．魏源

魏源,清代著名思想家,“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他在编写的«海国图志»中阐述了他的“师夷长技

以制夷”的思想.这一新思想,就是主张利用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自己,以抵御外国的侵略,使国家

走上富强的道路.

２．林则徐

林则徐,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江宁布政使、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职.１８３８年１２月,道光帝召林

则徐抵京,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到广州查禁鸦片.１８３９年６月,林则徐下令将缴获英国、

美国走私贩的鸦片１１０多万千克,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与此同时,他还积极筹备海防,修建炮台,添置

大炮,整顿水陆军,组织水勇,并发出告示“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因而多次打败英军

的武装挑衅.他还积极了解外国情况,亲自主持编译«四洲志».１８４０年１月,林则徐调任两广总督,６
月,英国发动侵略战争,１０月,林则徐被革职.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积极抵抗外来侵略,维护中华民族

的尊严,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３．«南京条约»

１８４０年６月,英国舰队开到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进行挑衅,鸦片战争正式开始.１８４１年初,英军

扩大侵华战争,侵占了广东香港岛,又攻占了中国东南沿海城市.１８４２年８月,在英国的军事威胁下,

清政府屈服求和,鸦片战争宣告结束.清政府被迫在南京城外长江江面上的英国军舰上同英国签订了

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第二年,英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的两个附件,从中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和“片

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在中国通商口岸租地建房的特权.１８４４年,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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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主

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增加了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随着外

国对中国侵略的加强而不断增长,逐渐上升为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旧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不但要反对封建主义,还要反对外来侵略.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５６—１８６０年)

１．火烧圆明园

１８５６年,英、法两国为了扩大侵华权益,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

件”为借口,发动新的侵华战争.这场战争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５６年

１０月,英军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法国也乘机出兵,与英国组成联军.１８５７年底,联军攻陷

广州,１８６０年,联军再度攻占天津,进逼北京,接着一路烧杀抢劫,占领北京.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

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北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

２．«天津条约»

１８５８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俄、美、英、法四国先后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的

主要内容: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牛庄、淡水、汉口、南京、琼州(今海口)等１０处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

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传教;清政府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２００万两

白银,赔偿英商损失２００万两白银.

３．«北京条约»

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再次扩大侵略战争,先后攻陷天津和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

条约».条约规定:

①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继续有效.

②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

③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④对英法赔款各增至白银８００万两.

４．沙俄侵占中国大片领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以后几年的时间里,沙俄使用武力和其他要挟手段,强迫清政府订立一系

列不平等的条约,共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１５０多万平方千米.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政治上,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主权;清政府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他们的

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

伸向内地,方便了他们倾销商品、掠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使中国难以抵挡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冲击.中国

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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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选择题

１．虎门销烟发生在(B)

A．１８３８年 B．１８３９年 C．１８４０年 D．１８４１年

２．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的通商口岸,除广州、福州、上海外,还有(B)

A．宁波天津 B．厦门宁波

C．天津杭州 D．杭州厦门

３．规定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的不平等条约是(D)

A．中英«南京条约» B．中英«虎门条约»

C．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D．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二、材料解析题

阅读以下材料:

材料一:“据估计,被劫掠和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镑.在场的每个军人都掠夺很多.在进

入皇宫的宫殿后,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摘自英国«泰晤士报»)

材料二:马克思说:“俄国不要花费一文钱,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

好处.”

请回答:
(１)材料一反映的中国被劫掠发生在哪次战争中? 这次战争的发动者是谁? 这次遭劫掠和破坏的

地方是哪里?
(２)材料二中说的俄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主要指何而言?

三、问答题

１．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２．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请说出其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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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解析题

(１)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这次战争的发动者是英国和法国.遭劫掠、破坏的地方是皇家园

林圆明园.(２)主要指俄国侵吞了我国１５０多万平方千米领土.

三、问答题

１．(答案略)

２．(１)从战争爆发的原因看,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不满足既得利益,它们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

场,扩大侵略权益,提出“修约”要求,遭到拒绝后寻找借口,阴谋发动新的侵略战争.(２)从战争过程看:

第二次鸦片战争历时四年时间,英法侵略军不仅攻陷广州,而且一度攻占了天津和北京,洗劫并焚毁了

圆明园等皇家园林.英、法、美、俄等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不

平等条约,扩大了各国在华的侵略权益,英法获得了大量赔款,英国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沙俄霸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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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３)从影响上分析: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
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并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

深了.

第二章　太平天国

１９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在中国南方大地上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从１８５１年金田起义到１８５６年天京变乱之前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前期,即在军事上处于战略进攻的全盛

时期.

一、太平天国的兴衰

１．金田起义

１８４３年,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教”,也称“拜上帝会”.为了宣传拜上帝教,洪秀全把西方基督教教

义、中国儒家思想和农民的平均主义结合起来.洪秀全的同学冯云山到广西紫荆山地区建立了根据

地,１８４７年,洪秀全也来到了这里.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洪秀全在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不
久,洪秀全在东乡宣称天王,同年秋,太平军攻占永安,整顿建制,洪秀全封其他五位领导核心成员为王

(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由东王杨秀清节制其他四王,进而

太平天国初步建立了政权.１８５３年３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把南京改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

２．天京变乱

(１)原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领导者进取心逐渐减退,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愈益尖锐.１８５６年,杨
秀清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命令韦昌辉回天京商讨对策,韦昌辉回天京后,杀死杨秀清及其家

属、部下两万多人,洪秀全领导天京军民处死了韦昌辉,任命石达开主持政务,但对他心存疑忌,石达开

深为不满,１８５７年,他率领一支太平军离开天京.
(２)后果:天京变乱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出现了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危险局面,全盛时期

结束.此后,太平天国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１８６４年６月天京失陷,宣告了太平天国的失败.

二、«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

１．«天朝田亩制度»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以户为单位,不论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土

地,关于产品的分配,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每户留够口粮,其他归国库.目的是

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

亩制度»突出反映了农民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最

高峰.但是,它企图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平分社会财富,这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无法调动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

２．«资政新篇»

１８５９年冬,洪仁玕为振兴太平天国,提出了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方案———«资政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