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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窗为今朝
赢在微点·大二轮·历史

微讲、微练、微测相承相促，是图书编写的最大亮点

亮点展示　完美方案

讲

编织成网
时空坐标贯通古今，思维导图重组知识，
阶段特征打通脉络，历史知识串点成网。

对接一轮
通史整合提炼要点，主干知识优化梳理，
巧妙点拨易错易混，查漏补缺消除盲点。
活化思维
真题调研探寻规律，历史追问触类旁通，
主题深化发掘考点，名家连线关注前沿。

练

对点练习
对准考纲指向明确，重点难点点点俱到，
追踪热点学以致用，巩固所学练出高分。

海选好题
沙里澄金精挑细选，名校名题优化重组，
试题梯度合理编排，题型多样追踪高考。

匠心独具
限时训练反思学习，活页设计方便批阅，
试题讲解细致入微，动笔实践练出真知。

测

题型专攻
锁定高考热点题型，助力提升解题技法，
规范解题防范失误，特色练习考前增分。

小题集训
选择题型限时训练，步步夯实全面提高，
感悟学科高频考点，总结反思考试技巧。

大题集训
围绕常考知识板块，契合高考命题模式，
研究答题薄弱环节，直击重点不走弯路。



沉潜蓄势·找准对策·抓好落实·赢定高考

———开篇第一课，简谈历史二轮复习策略

　　高三历史二轮复习是在一轮复习基础上的深化和提
高，是备考复习的重要阶段，时间紧、任务重。它承担着
承前启后、巩固提升的重任，高效的二轮复习是高考制胜
的关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二轮复习呢？

　　一、研究高考考试说明及高考大纲，明确方向
历史学科考查对基本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考查学

科素养和学习潜力；注重考查在科学历史观指导下运用
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命题
不拘泥于教科书，运用新材料，创设新情境，古今贯通，中
外关联，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考试大纲中明确规定了四种能力要求：①获取和解
读信息：理解试题提供图文材料和考试要求。整理材料，
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对有效信息进行完整、准确、
合理的解读。②调动和运用知识：辨别历史事物和历史
解释。理解历史事实，分析历史结论。说明和证明历史
现象和历史观点。③描述和阐释事物：客观叙述历史事
物。准确描述和解释历史事物的特征。认识历史事物的
本质和规律，并做出正确阐释。④论证和探讨问题：运用
判断、比较、归纳的方法论证历史问题。使用批判、借鉴、
引用的方式评论历史观点。独立地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观
点提出不同看法。

二、重视知识纵横整合，构建知识框架
在二轮复习中要重视解决知识的时序性、结构性、系

统性。时序性要解决的是历史知识严密的时空框架问
题；结构性着眼于社会结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不能让
知识处于零散状态，结构化的知识大大有助于对知识的
理解；系统性主要是在结构性的基础上加深知识掌握的
灵活性，不论情境发生怎样的改变，学生都能灵活运用所
学的知识去解决问题，思维能力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融会贯通的水平。

三、重视以能力为导向的深化拓展

１．正确处理教材的叙述与材料，历史依据与结论之
间的关系，让学生像研究者一样学习。要不断引导学生
学会形成以下意识：一是看到教材的叙述，努力反推各类
材料的习惯；二是看到各种材料力争转化成教材叙述的
习惯；三是引导学生认识教材结论得出的依据；四是重组
知识点，形成新的结构。

２．在现有知识点的基础上适度补充形成相对完整的
知识系统。这种补充，主要立足于有助于对考试大纲要
求的知识的掌握，绝不能加重学生的负担。

３．在现有知识系统的基础上，选用新的材料加深学习。

４．依据高考考试要求，应学会运用全球史观、文明史
观和现代化史观、社会史观、唯物史观、革命史观等一些
新史观，从不同视角理解和解释历史的能力。

四、关注热点，重视发掘历史学科以史为鉴的功能
热点问题是高考命题的切入点，是加强历史与现实

联系的桥梁，能充分体现历史学的史鉴功能。高考热点
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①长效热点。②时政热点。③学
术热点。④周年热点。

五、科学训练，规范解题，提升技巧

１．要有重点地进行限时训练以提高解题能力。应重
点训练在给定时间范围内、在较为紧张的状态下，快又准
确地作答。

２．要在答题角度上下功夫；要在关键词上下功夫。

３．将选择题和非选择进行细致的分类，并进行适当
练习。例如：选择题可以分为图表型、概念型、比较型、逆
向型等；非选择题可分为背景类、特征类、实质类、概括
类、评述评价类、开放探究类等。通过练习，明确解题思
路、流程，构建相应的解题模板。

４．高考命题专家命题时选用的文字材料有特定的语
言特点，经常引起考生在考场上的紧张，考生要强化训练
文言文材料、白话文材料、翻译的西方文字材料等。同时
要熟悉高考命题专家的语言风格。

５．答题规范。训练时要注意养成规范答题的好习
惯。因为高考中阅卷工作非常繁重。规范答题可提高阅
卷者的阅卷速度，使其心情愉悦，这样容易得到高分。一
般而言规范答题要注意以下几点：①语言：要简洁、明了、
通顺、使用学科术语。②格式：要序号化、段落化、要点化，
把最重要的关键语或关键词写在最前面。③内容：完整而
不偏离主题。有的需要发散思维，注意古今中外的联系。

④史论结合，论从史出。⑤卷面：字迹工整、疏密得当。
总之，二轮复习过程中，我们应想尽一切方法提高复

习效率，为高考蓄势，为成功沉潜，厚积薄发，为自己的梦
想搭建一架成功的阶梯，赢定高考，赢定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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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通史整合　专题突破

古代篇　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第１讲　先秦、秦汉———中国古代文明的奠基和初步发展 ００２……………………………………………………………

第２讲　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中国古代文明的成熟与繁荣 ００８…………………………………………………

第３讲　明、清前期———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与迟滞 ０１４…………………………………………………………………

第４讲　古代希腊、罗马———西方文明的源头 ０２１…………………………………………………………………………

板块总结提升（一）　古今贯通·中外关联 ０２７……………………………………………………………………………

近代篇　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第５讲　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西方文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０３１…………………………………………………

第６讲　工业革命时代的西方世界———西方工业文明的确立与纵深发展 ０３７…………………………………………

第７讲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１８４０—１８９４）———工业文明冲击下中国的变革与转型 ０４４………………………………

第８讲　甲午中日战争后的中国（１８９５—１９１９）———近代中国的觉醒与探索 ０５０………………………………………

第９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１９１９—１９４９）———近代中国的新发展 ０５８………………………………………………

板块总结提升（二）　古今贯通·中外关联 ０６５……………………………………………………………………………

现代篇　信息文明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第１０讲　二战前世界文明的创新与调整———２０世纪现代化模式的探索 ０７１…………………………………………

第１１讲　二战后世界文明的演变与发展———两种社会制度的共存竞争与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演变 ０７５…………

第１２讲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在探索中发展 ０８２……………………………………………………

第１３讲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０８９………………………………………………………………

板块总结提升（三）　古今贯通·中外关联 ０９６……………………………………………………………………………

选修篇　选修专题
第１４讲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１０１…………………………………………………………………………………………

第１５讲　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１０４…………………………………………………………………………………

第１６讲　２０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１０６………………………………………………………………………………………

第１７讲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１０９……………………………………………………………………………………………

第二部分　学科素养　特色讲练

第１讲　史观与史学研究方法 １１４…………………………………………………………………………………………

第２讲　高考选择题题型突破 １１７…………………………………………………………………………………………

第３讲　高考非选择题题型突破 １２１………………………………………………………………………………………

第４讲　高考命题研究与应试能力培养 １２５………………………………………………………………………………

第三部分　热点聚焦　学以致用

第１讲　长效热点———振聋发聩的历史声音在当代回响 １２８……………………………………………………………

第２讲　时政热点———用历史的眼光观察时政热点问题 １３６……………………………………………………………

答案全解全析 １４９……………………………………………………………………………………………………………

○ 附：
专题微练 １８９—２３６…………………………………………………………………………………………………………

专项微测 ２３７—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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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通史整合　专题突破
一 纵 一 横 打 通 知 识 脉 络

通史整合　兼顾专题　古今贯通　中外关联

能力是在基础上的活的体现。　　
———刘芃

００１



赢在微点

　专
题
微
讲

古
代
篇

ＮＯＮＧＹＥＷＥＮＭＩＮＧＳＨＩＤＡＩＤＥ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ＨＥＳＨＩＪＩＥ

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第１讲　先秦、秦汉———中国古代文明的奠基和初步发展

历史知识经常时空混乱，怎么办


？ 建·时 空 坐 标 回顾历史，


想一想

历史知识经常支离破碎，怎么办


？ 构·思 维 导 图 结合教材，


试一试

示例如下：

历史线索经常脉络阻滞，怎么办


？ 通·阶 段 特 征 依据史实，


理一理

　　先秦（远古—公元前２２１年）是中华文明的勃兴阶段；秦汉（公元前２２１年—公元２２０年）是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

先秦至秦汉时期的成就对整个中华文明起到了奠基作用。

１．政治上： 　
　

２．经济上： 　
　

３．文化上： 　
　

００２



古代篇　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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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一轮　固本培元　巧点妙拨　　　　　　　　　　自主学习·通史整合 　　　　　　　　 　 　　链接答案Ｐ１４９

　　温馨提示：先根据本讲涉及的时空范围自主回忆相应的必
记知识点，然后依据下面的“知识梳理”检验一下，效果更好。

　　一、政治制度的演变
１．先秦
（１）王位世袭制：夏朝时确立，“　　　　　　”的制度由此

开始。
（２）分封制：以　　　　　　为主体，周王成为“天下共

主”。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崩溃，形成诸侯混战、社会变革的
局面。

（３）宗法制：以血缘为核心、　　　　　　为特点，形成“家
国一体”的社会等级结构。
２．秦汉
（１）秦朝：确立　　　　　　的皇帝制度，中央设立　　　

　　　，地方推行郡县制，开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２）汉朝：汉初频繁换相，形成中外朝制度；地方推行郡国
并行制，王国威胁中央，后来，汉武帝颁布“　　　　　　”，解
决了王国问题；地方设刺史代表中央监督地方。

（３）选官制度：从先秦的世卿世禄制到汉朝的察举制，孝廉
成为士大夫做官的主要途径。

二、经济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１．农业
（１）生产工具：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春秋战国时期　

　　　　　的转变；汉代出现犁壁和二牛一人犁耕法；铁犁牛
耕成为我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２）经营方式：经历了从集体劳作到　　　　　　的发展
过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　　　　　　的小农经济
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形态。

（３）土地制度：历经原始社会氏族公有、商周时期　　　　
　　到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封建土地私有
制成为土地兼并现象的根源。
２．手工业
（１）西周手工业完全官营，商周青铜铸造技术高超；春秋战

国时期官营、私营和　　　　　　三种形态并存。
（２）汉代开始用煤炭作燃料冶铁；丝绸远销欧洲并获“丝

国”称号；东汉烧制出成熟的青瓷。
３．商业
（１）商朝时职业商人产生；周朝时商人由官府统一管理；春

秋战国时期官营局面被打破，抑商政策开始出现。

　　（２）秦统一货币等有利于加强各地经济的交流；汉代专供
贸易的“市”出现；开通　　　　　　，中外贸易发展起来。
４．经济政策
汉代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歧视商人，实行　　　　　

　、货币官铸、官营贩运、物价管理等经济政策，从经济上巩固
了政治统治。

三、传统文化的奠基与科技文化的发展
１．从“百家争鸣”到思想“大一统”
（１）春秋战国时期出现“　　　　　　”局面，儒、墨、道、法

等诸子百家纷纷登场，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２）春秋末期的　　　　　　开创儒家学派，经过孟子、荀

子的发展，战国后期儒学成为蔚然大宗。
（３）汉武帝接受董仲舒“　　　　　　　　　　　　　　

　”的建议，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２．科技文化
（１）科技：西汉发明造纸术，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数学、医

学、农学等成就非凡。
（２）汉字：商代　　　　　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走向

成熟。
（３）文学：春秋时期出现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　　　

　　　，具有现实主义特色；战国时期楚辞体盛行；汉代综合文
体汉赋集中体现了当时的文学成就。

１．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早期政治制度属同一概念。 （　　）
２．“封邦建国”就是封建制度。 （　　）
３．宗法制下，长子一定有资格继承王位。 （　　）
４．宗法制下，大宗和小宗是绝对的。 （　　）
５．分封制的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　　）
６．宗法制将“国”与“家”结合在一起，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
保障周王的权威和政治隶属关系。 （　　）

７．郡县制开始于秦朝。 （　　）
８．商周时期，青铜器在农业上被大规模使用。 （　　）
９．东汉杜诗发明的水排是一种灌溉工具。 （　　）
１０．自然经济下农民生活很富足。 （　　）
１１．小农经济就是自然经济。 （　　）
１２．孟子的“仁政”是对孔子的“仁”的继承与发展。 （　　）
１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以外的思想销声匿迹。 （　　）
１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本质上都是一
种思想专制。 （　　）

１５．四大发明中最早的发明是造纸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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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微课　拓展深化　模拟演练　　　　　　　　　　热点考向·活化思维 　　　　　　　　 　 　　链接答案Ｐ１４９

主题一　从商周贵族政治到秦汉官僚政治的演变

典例１　（２０１６·新课标Ⅲ卷）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与商代
相比，字数越来越多，语句也愈加格式化。这些铭文大都记述个
人业绩，追颂祖先功德，希冀子孙保用。这表明西周时 （　　）

Ａ．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字体系
Ｂ．形成了重视历史传承的风尚
Ｃ．宗法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Ｄ．青铜器的功用发生重大改变

　　［解题流程］

第一步： 定时空 西周时期

第二步：
↓


抓题眼 周代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有差异

第三步：
↓



析选项

选项 判断理由 正误 错因归类

Ａ．
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与商代的甲骨
文是继承关系，并非全新的文字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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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微点

　专
题
微
讲

续表

选项 判断理由 正误 错因归类

Ｂ．

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与商代相比，
“大都记述个人业绩，追颂祖先功
德”，这表明西周时形成了重视历史
传承的风尚

√

Ｃ．
宗法制是西周政治的典型特征，在西
周时并未受到严重挑战

× 历史概念不清

Ｄ．
青铜器主要用于制造祭祀用的礼器
和战争用的兵器，从商代到西周，其
功用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 知识理解不透

　　历史追问｜●＞
上题中提到“宗法制度受到了严重挑战”，那么中国古代的

宗法制度何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依据是什么？宗法制度受
到严重破坏后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些影响？

练习１－１　（２０１６·江苏卷）中国传统家族有“长兄如
父”“小儿不及长孙”的说法。这些说法体现的是 （　　）

Ａ．家族和睦　　　　　　　Ｂ．等级秩序
Ｃ．贵族世袭 Ｄ．宗法观念
练习１－２　（２０１６·上海卷）《读通鉴论》曰：“两端争

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垂二千年而
弗能改矣。”句中省略处应填入 （　　）

Ａ．分封之制 Ｂ．郡县之制
Ｃ．郡国并行 Ｄ．行省制度
练习１－３　（２０１６·新课标Ⅲ卷）东汉王充在《论衡》

中说：“萧何入秦，收拾文书（国家档案文献），汉所以能制九州
者，文书之力也。”其意在说明，西汉成功地实现对全国的统治，
是因为汉初 （　　）

Ａ．实行了崇尚儒家的政策 Ｂ．继承了秦朝的基本制度
Ｃ．未能充分发挥文书功能 Ｄ．官吏熟知秦朝典章制度

１．对宗法制理解的两个核心点
（１）宗法制是商周时期确立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有

严格的规定和很强的约束力。宗法观念是保留在人们头脑中
的一种理念和思想，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和制度约束力。宗法
制度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而消失，但宗法观念至今
仍存在于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心中。

（２）在解题过程中，如果看到以下字眼，那么一般都与宗法
制有关：

①嫡长子继承制———宗法核心。

②“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宗法原则。

③宗谱、宗祠、族规———宗法形式。

④“亲亲尊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男尊女卑”“裙
带风气、荫庇心态”———宗法观念。
２．西周与秦朝政治制度的比较

中央政治体制 地方政治体制 选官制度 政治特点

西
周

以血缘关系为
纽 带，家 国 一
体，最高执政集
团尚未实现权
力的高度集中

分封制与宗法
制相联系，以血
缘关系为基础

形成了建立
在血缘宗法
制度上的世
卿世禄制度

奴隶制
的贵族
政治

续表

中央政治体制 地方政治体制 选官制度 政治特点

秦
朝

以皇权为中心
的专制主义中
央 集 权 体 制。
“三公九卿”分
工 严 密，各 司
其职

郡县制在国家
大一统的条件
下实行，按地域
划分

实行俸禄制
度，官位概不
世袭，主要官
吏由皇帝任
免调遣

封建的
官 僚
政治

观 点 １　在我国要讲的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

最弱的一环，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论中国政治制度，
秦汉是一个大变动。……若论制度，宋代大体都沿袭着唐制。
只因宋初太祖太宗不知大体，立意把相权拿归自己，换言之，这
是小兵不放心大臣，这也罢了。他们种种措施，自始就不断有
人反对。但因宋初承袭五代积弊，社会读书人少，学术中衰，反
对的也只晓得唐制不如此而已，并未能通览大局，来为有宋一
代定制创法。

———铁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问题设置］　铁穆为何说秦汉是一个大变动？

观 点 ２　周公杀武庚，灭奄国，开始大封建。据说，周公姬

诵建立七十一国，其中兄弟十五人，同姓四十人，周子孙不是发
狂生病，都有封做诸侯的权利。（秦朝）从李斯议，改封建诸侯
为郡县。全国分３６郡，郡各辖县若干，郡守县令，由朝廷任命，
随时调动，防止割据互斗。郡县制确比诸侯制优良，所以成为
历代不变的定制。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问题设置］　据材料指出西周和秦朝的制度，结合所学知识简
要评价秦朝这一制度。

１．（２０１６·吉林省白山市高三第三次模拟卷）《诗经·大雅·
荡》载：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古人有话不可
忘：“大树拔倒根出土，枝叶虽然暂不伤，树根已坏难久长。”
殷商镜子并不远，应知夏桀啥下场。这主要说明 （　　）
Ａ．文王意在寻找周代商的合理依据
Ｂ．先秦时期已注重历史借鉴功能
Ｃ．历史传承应与现实政治统治结合
Ｄ．历代王朝都汲取前朝灭亡教训

２．（２０１６·福建普通高中高三质量检测）在楚国一次内乱中，以
孝顺著称的大臣申鸣奉命平叛。其父因此被绑为人质，最终
遇害。国君封赏之余，申鸣悲叹“行不两全，名不两立”而自
刎身亡。这反映了 （　　）
Ａ．“忠孝两难”的道德困境 Ｂ．“礼崩乐坏”的社会颓势
Ｃ．“移孝作忠”的价值取向 Ｄ．“家国一体”的国家形态

３．（２０１６·甘肃高三第二次诊断考试）杨宁一曾说：“总体看来，
周天子虽表面上为天下共主，但实际上控制力有限，各诸侯
国实际上都是有很大独立性的政治实体。”这表明西周作为
一代王朝的最本质特征是 （　　）
Ａ．统一性与集权性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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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篇　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考
前
顶
层
设
计
·
历
史

Ｃ．统一性与制衡性 Ｄ．独立性与落后性
４．（２０１６·南通市高三第一次调研测试）“考秦之制，……盖内
外官制同一系统，丞相与守掌民事，太尉与尉掌军事，而御史
与监，则纠察此治民治军之官者也。”这段材料主要反映了秦
朝 （　　）
Ａ．开创了行之有效的地方行政体制
Ｂ．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
Ｃ．官僚政治逐步取代传统贵族政治
Ｄ．中央和地方出现机构臃肿的趋向

５．（２０１６·河南信阳市、三门峡市高三第一次大联考）秦汉开

始，县有等第之分，当时以该县户口多寡来划分。唐代开始，
县的分等标准明确规定为地位、户口与地理条件的综合。
明代以缴纳钱粮的数额来分等。清代则将“冲繁疲难”作为
政区分等的正式依据（交通频繁曰冲，行政业务多曰繁，税
粮滞纳过多曰疲，风俗不纯、犯罪事件多曰难）。从县的等第
划分演变中，我们可以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　　）
Ａ．中央管理地方的程度逐渐加强
Ｂ．国家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
Ｃ．古代经济的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Ｄ．











 划分依据从重经济转到重政治

主题二　中国古代经济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典例２　（２０１６·新课标Ⅰ卷）右图
为汉代画像砖中的农事图。此图可以用
来说明当时 （　　）

Ａ．个体农户的生产劳作状态
Ｂ．精耕细作农业的不断发展
Ｃ．土地公有制下的集体劳作
Ｄ．大地主田庄上的生产情形
［解题流程］

第一步：定时空 　　　　　　　　　　　　　　

第二步：
↓


抓题眼 　　　　　　　　　　　　　　

第三步：
↓



析选项

选项 判断理由 正误 错因归类

Ａ．

Ｂ．

Ｃ．

Ｄ．

　　历史追问｜●＞
上题中提到的“精耕细作农业”有何特点？中国古代的土

地制度有哪些类型？

练习２－１　（２０１６·江苏卷）《无锡道中赋水车》咏颂：
“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天公不念老农泣，唤取
阿香推雷车。”这里“水车”的使用 （　　）

Ａ．开启农具自动化的先河　Ｂ．提高了农田抗旱的能力
Ｃ．标志着灌溉技术的成熟 Ｄ．使农业摆脱自然的束缚
练习２－２　（２０１６·江苏卷）历代王朝的商业政策蕴

含着一以贯之的经济思想，也会因时代变化而作出调整。阅读
下列材料：

材料一　汉文帝变“抑商”政策为“惠商”政策。下令“开关
梁，弛山泽之禁”。这些措施实行后，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游天
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隆盛局面。人民可以进入山
泽自由樵采、捕捞，以补助生活。但文、景时期，抑商政策中之

“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的规定一直未取消。
材料二　在西汉中前期，出现了“用贫求富”的热潮。求富

最有效的途径是经商。经商也有经商的学问，商人们把“求利”
看做是人生的主要追求目标，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的说法。为了求利而总结的经验，有“夫用贫求
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
资也”，还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等。

———以上材料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请回答：
（１）据材料一，指出汉文帝“惠商”政策的做法和成效。结

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战国至汉文帝统治前“抑商”政策的主要
目的及其经济后果。

（２）据材料二，概述西汉中前期的“求富”观念。
（３）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抑商”和“惠

商”的关系。

综合分析小农经济的影响
（１）政治：分散的小农经济，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

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统一，以保证小农经济的发展。保护小
农经济是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的重要原因。

（２）政策：实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的根源在于小农
经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要求统治阶级抑制商业，防止商业
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是统治阶级能
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根源。

（３）科技：小农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与之相关的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多集中在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领域，如农
学、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这使古代中国科技具有实用性、实
践性的特点。同时，小农经济发展的缓慢性也决定了古代科技
无法实现根本性突破，以发展为近代科技。

（４）文学：很多文学作品反映了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理
想和憧憬，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反映了当时人们希望摆脱
统治者的残暴统治，渴望世外桃源的理想和追求。

（５）民族心理：小农经济下的中国农民既有忠厚老实、吃苦
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有狭隘、保守的不足。

（６）家庭伦理：小农经济的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
男子，这是“重男轻女”思想的根源；同时注重孝道、重视邻里和
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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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微点

　专
题
微
讲

观 点 　战国时期富商大贾……成为社会上最活跃的一种

人。孟子主张对工商业什一而税，去关市之征。他的主张没有
一个国君采用……大商贾所使用的人，一种是伙计，如洛阳贫
民到富商家学商业，替富商贸易走遍天下，各都市更多的一种
是大商贾凭借财势压迫穷人做奴隶，从事商业、农业、手工业劳
动……，吕不韦为秦国相国，封河南洛阳十万户……并不满足
于十万户的封建性地租，他占有奴隶一万人，驱使他们从事各
种劳动，垄断洛阳的工商业。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问题设置］　据材料指出大商人采用的生产方式特点和反映
的时代特征。

６．（２０１６·四川广元高三下第三次高考适应性考卷）王家范、
谢天佑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小农经济一锄、一镰，一个主
要劳力加上一些辅助劳力，一旦和土地结合，就可以到处组
织起简单再生产。”对这段话最正确的理解是 （　　）
Ａ．小农经济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Ｂ．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Ｃ．小农经济非常脆弱
Ｄ．小农经济生产工具简单

７．（２０１６·福建省厦门市高中毕业班第一次质检卷）《管子》记
载：“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鍼（针）、一刀，若（然后）其
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小马

车）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
事者，天下无有。”由此可知当时 （　　）
Ａ．各行业分工比较细致
Ｂ．精耕细作农业技术已经成熟
Ｃ．官营冶铁业相当发达
Ｄ．铁器在生产生活中地位重要

８．（２０１６·福建普通高中毕业班质检卷）西汉时期，先前大量
使用的青铜兵器逐渐被铁制兵器取代，退出历史舞台。促
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是 （　　）
Ａ．经济发展导致铸币铜料紧缺
Ｂ．农耕工具革新推动兵器革新
Ｃ．火药应用改变传统战争样式
Ｄ．铁业官营促进冶铸技术进步

９．（２０１６·河北衡水中学高三质量检测）《史记》记载：“（战国）
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
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
材料最能说明战国时临淄 （　　）
Ａ．是当时的商业都市
Ｂ．城市居民全员参与休闲娱乐
Ｃ．政府鼓舞商业发展
Ｄ．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

１０．（２０１６·四川省绵阳市高三第一次诊断性测试）东汉时期，
田庄经济规模庞大，占有大片土地、山林川泽，种植粮食、
经济作物，经营手工、渔牧业；田庄拥有大量依附农民，向
庄主交租、服徭役；田庄还拥有私人武装。据此能够得出
东汉田庄经济的影响是 （　　）
Ａ．古代官营手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Ｂ．古代中国农业自然经济的重要表现
Ｃ．古代国家分裂，中央集权的对立因素
Ｄ．古代封建经济发展的倒退，







































威胁统一

主题三　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与科技文化的发展

典例３　（２０１６·新课标Ⅰ卷）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汉
代崇尚儒学，尊《尚书》等五部书为经典，记录孔子言论的《论
语》却不在“五经”之中。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　　）

Ａ．“五经”为阐发孔子儒学思想而作
Ｂ．汉代儒学背离了孔子的儒学思想
Ｃ．儒学思想植根于久远的历史传统
Ｄ．儒学传统由于秦始皇焚书而断绝
［解题流程］

第一步：定时空 　　　　　　　　　　　　　　

第二步：
↓


抓题眼 　　　　　　　　　　　　　　

第三步：
↓



析选项

选项 判断理由 正误 错因归类

Ａ．

Ｂ．

Ｃ．

Ｄ．

　　历史追问｜●＞
上题中提到的“五经”是什么？汉代儒学与孔子的儒学是

什么关系？

练习３－１　（２０１６·浙江卷）古代中西思想既有差异，
也有相当接近的地方。如“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人的道德
自觉”和“有益于人类、培养善人”的思想即属于后者。下列学
派中接近上述思想的是 （　　）

①儒家学派　②墨家学派　③斯多亚学派　④智者学派
Ａ．①③　　　　　　　　　Ｂ．②④
Ｃ．①②③ Ｄ．②③④
练习３－２　（２０１６·江苏卷）《史记》记载：“秦王发图，

图穷匕首见……（荆轲）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
山东嘉祥武氏祠的汉代画像石《荆轲刺秦王》（下图）再现了这
一场景。《史记》记载和这块画像石在 （　　）

Ａ．描绘上是一致的 Ｂ．形式上是一致的
Ｃ．风格上是一致的 Ｄ．


































 主题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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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篇　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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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３－３　（２０１６·北京卷）中国古代有一部文学作
品集，下图是其作品来源地域示意图。下列诗句出自这一作品
集的是 （　　）

　　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Ｂ．长门献赋汉相如，东篱赏菊陶元亮
Ｃ．汉代李将军，夺得匈奴马
Ｄ．政烦方改篆，愚俗乃焚书
练习３－４　（２０１６·天津卷）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

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下列选项中，与司马迁观点相
符的是 （　　）

Ａ．历史可以重演，应当以史为鉴
Ｂ．历史不会重演，不能以史为鉴
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无须学习古人
Ｄ．历史事实情同而势异，不能照搬历史经验
练习３－５　（２０１６·北京卷）（节选）“教育是一个民族

最根本的事业”———邓小平
材料　董仲舒按人性把人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占人口

多数的“中民”是教育的主要对象。他主张设立各级学校，教授
儒家经典，将他们培养为“笃于礼薄于利”“以天下为忧”的君
子，以使得“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３５—９５年）认为，学校教育优于家
庭教育，培养演说家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他还认为，完美
的演说家“不能仅有超群的演说天赋，还要有完美的品格”“能
尽公民之义务，能在公私事务中完成使命，能以忠告引导国家，
能以立法奠定其雄厚基础”。

阅读材料，概括董仲舒和昆体良教育主张的相同点。

１．百家对立主张比较
（１）治国上，儒家主张“仁政”，反对严刑峻法，而法家主张

法治，强调严刑峻法。
（２）在人性上，孟子主张“性本善”，而荀子主张“性本恶”。
（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荀子主张“制天命”，而老子主张

“顺自然”。
（４）在人生态度上，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强调社会责任，而

道家则主张“逍遥”的人生态度，强调“超脱”。
２．汉代新儒学与先秦儒学的区别和联系
（１）区别
①汉代儒学增加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

等理论，神化王权，强调等级名分，符合君主专制和中央集
权需要。

②汉代儒学吸收了刑名之学的思想，认识到礼乐刑政具
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主张将仁政与法治结合起来，以德为主，以
刑为辅。

（２）联系：先秦儒学宣扬的“礼”“仁政”“民本”为新儒学所
继承；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皇权，因此被历代统
治者所推崇，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主流。

观 点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孔

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说“我听说过：有官位的
人，如果无法尽其职责就应该辞官不干；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
言不听，计不从，就应该辞职不干。至于我，既无官位，又无进
言的责任，那我的进退去留，岂不是非常宽松而有自由的回旋
余地吗”？

孟子认为君子应有自己的立场和追求，鄙视那种总是遵
循“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可惜的是，先秦儒家的那种个人
主义传统在后代日趋衰弱，个人的权利越来越受到忽视。孟子
倡导的独立人格越来越少。

———摘自徐克谦《先秦儒家的个人主义精神》
［问题设置］　依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先秦儒家“个人主义
精神”的原则，分析这种精神为什么“在后代日趋衰弱”。

１１．（２０１６·湖北省黄冈市高三二模文综）孔子说“学而优则
仕”，而他的弟子曾参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表明儒
家 （　　）
Ａ．强调学养与修养并重　　Ｂ．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Ｃ．以“仁”为思想核心 Ｄ．注重追求功名的官本位思想

１２．（２０１６·山东潍坊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史记》：“老子所
贵道，虚无，凶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
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
非，其极惨礅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材
料表明 （　　）
Ａ．法家思想与道家思想颇有渊源
Ｂ．西汉初期统治者“尊儒尚法”
Ｃ．韩非子是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
Ｄ．道家思想是诸子百家思想源头

１３．（２０１６·四川成都高三第三次诊断文综）董仲舒在评论一
件寡妇改嫁的案例时指出，依《春秋》大义，“夫死无男，有
更嫁之道也”，故寡妇改嫁“皆无罪名，不当坐”。这折射出
汉代 （　　）
Ａ．司法判案“重情轻法” Ｂ．妇女的整体社会地位较高
Ｃ．婚姻受礼教束缚相对较小Ｄ．妇女拥有婚姻自主的权利

１４．（２０１６·湖南省雅礼中学高三下学期模拟）张应文在《清秘
藏》中记述：法书名画必资纸而久传，纸之不可无考审矣。
江南有竹纸，浙中有麦秸、稻秆纸，这表明 （　　）
Ａ．中国的造纸业历史源远流长
Ｂ．南方造纸技术领先于北方
Ｃ．造纸所需原料大多较为廉价
Ｄ．书画名作必资纸方能流传

１５．（２０１６·福建泉州高三模拟）“芈”的写法有一个演变过程，
由最初的甲骨文，到秦朝的小篆，一直发展到楷书。读
［ｍｉē］，为羊鸣；读［ｍǐ］，为姓氏。下列对中国汉字的叙述
有误的是 （　　）
Ａ．汉字是一种形、义、音紧密结合的单体字
Ｂ．汉字文化是中华儿女永远的精神家园
Ｃ．汉朝在小篆的基础上进行文字改革，创造了文化共同体
Ｄ．汉字为个性化的书法艺术再创造提供了丰富材料

把握高考微点，实现素能提升
温馨提示：完成Ｐ１９１，专题微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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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微点

　专
题
微
讲

第２讲　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中国古代文明的成熟与繁荣

历史知识经常时空混乱，怎么办


？ 建·时 空 坐 标 回顾历史，


想一想

历史知识经常支离破碎，怎么办


？ 构·思 维 导 图 结合教材，


试一试

示例如下：

历史线索经常脉络阻滞，怎么办


？ 通·阶 段 特 征 依据史实，


理一理

　　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时期（公元２２０年曹丕代汉—公元１３６８年元朝灭亡）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初步发展到全面繁荣时期，

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１．政治上： 　

　

２．经济上： 　

　

３．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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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篇　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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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一轮　固本培元　巧点妙拨　　　　　　　　　　自主学习·通史整合 　　　　　　　　 　 　　链接答案Ｐ１５１

　　温馨提示：先根据本讲涉及的时空范围自主回忆相应的必

记知识点，然后依据下面的“知识梳理”检验一下，效果更好。

　　一、政治制度的成熟与发展

１．魏晋南北朝

形成三省制；　　　　　　维护世家大族的政治特权。

２．隋唐

（１）确立并完善了　　　　　　，分割了相权，加强了皇

权，提高了行政效率。

（２）科举考试选官取代了按　　　　　　选官的制度，扩

大了统治基础。

（３）唐末“藩镇割据”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３．宋元

（１）宋代：中央实行二府三司制，增设参知政事、　　　　

　　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地方设置通判

监督知州，设转运使收财权，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２）元代：中央设中书省，地方实行　　　　　　，巩固了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二、农耕经济的继续发展与繁荣

１．农业

（１）生产工具：隋唐时期出现　　　　　　，将中国的犁耕

技术推向成熟。

（２）生产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耕耙耱技术；宋代以后

　　　　　　的一年两熟或一年三熟制，推动了精耕细作农

业的发展。

（３）土地制度：魏晋南北朝和唐朝前期实行　　　　　　，

宋代不抑制土地兼并，租佃关系有了较大发展。

（４）经济格局：南北朝时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唐宋时经济重

心逐渐南移，南宋时经济重心南移完成。

２．手工业

（１）魏晋南北朝：出现　　　　　　的炼钢技术，北朝烧出

成熟的白瓷。

（２）隋唐：制瓷等手工业技术发展，形成“　　　　　　”两

大制瓷系统。中国瓷器开始大量输往国外。丝织技术吸收了

波斯的织法和图案风格。

（３）宋代：　　　　　　成为“瓷都”，出现五大名窑。

（４）元代：　　　　　　改进棉纺织技术；进入彩瓷时代。

３．商业

（１）魏晋南北朝：北方商业一度遭到严重破坏。

（２）隋唐：城市实行坊市制，商业活动受时空限制；出现　

　　　　　和飞钱。

（３）宋朝：商业环境相对宽松；城市商业突破时间和空间限

制；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海外贸易兴盛，出现

了许多大港口。

（４）元朝：商业繁荣，　　　　　　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

泉州被誉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

　　三、理学的形成和科技文化的繁荣

１．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道教迅速传播；隋唐时

期，佛道盛行，形成“　　　　　　”局面；宋代儒学融合佛道思
想，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程朱理学成为南
宋以后居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２．科技
隋唐发明　　　　　　；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广泛

用于军事，指南针用于航海。

３．文学艺术
（１）文学：唐朝时，　　　　　　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李

白、杜甫等诗人；宋代，文学成就是宋词，主要分为婉约派与豪
放派；元代，　　　　　　繁盛。

（２）书法：魏晋时期，书法进入自觉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是
王羲之等；唐宋风格多样，楷书、草书流行，出现了欧阳询、　　
　　　　、怀素等书法名家。

（３）绘画：魏晋时期，士大夫文人画出现，主要代表人物是
顾恺之；唐代绘画艺术进入了繁盛时期；宋代文人山水画兴起，

　　　　　　发展。
（４）戏曲：元杂剧表明古代戏曲走向成熟。

１．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开始于科举制。 （　　）

２．汉代中期以后的诸侯王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王的本
质相同。 （　　）

３．唐代中书省等同于元代中书省。 （　　）

４．元朝在全国实行行省制度。 （　　）

５．家庭手工业产品主要用来供民间消费。 （　　）

６．官营手工业并非一直占主导地位。 （　　）

７．唐朝“柜坊”是兼营旅店货栈和交易的场所。 （　　）

８．宋代商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市和坊的界限被打破。
（　　）

９．草市、夜市的区别明显。 （　　）

１０．小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唯一模式。 （　　）

１１．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因此小农不与市场联
系。 （　　）

１２．“三教合一”的含义就是儒、佛、道三教合而为一家。（　　）

１３．格物致知就是实践出真知。 （　　）

１４．儒家的三纲五常在宋代披上了哲学色彩（理学）的外衣。
（　　）

１５．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属于唯心主义思想。
（　　）

１６．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是西欧社会进步的根本推动力。
（　　）

１７．西方近代科技与中国传统科技的主要区别是一个发生在近
代，一个发生在古代。 （　　）

１８．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我国古代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说
明其作用不大。 （　　）

１９．毕升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人。 （　　）

２０．词是在宋代才出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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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微课　拓展深化　模拟演练　　　　　　　　　　热点考向·活化思维 　　　　　　　　 　 　　链接答案Ｐ１５１

主题一　政治上的成熟与发展

典例１　（２０１６·新课标Ⅰ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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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题流程］

第一步： 定时空 北宋

第二步：
↓


抓题眼
宋太祖偶有误失，史官必书
之， 宋太祖闷闷不乐

第三步：
↓



析选项

选项 判断理由 正误 错因归类

Ａ．
材料中“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我所以
不乐也”体现出重史传统对君主个人行
为的影响

√

Ｂ． 材料不涉及史书是否真实 × 信息获取不准

Ｃ．
材料体现的是史官记录君主过失对君
主的影响，未体现史官与君主间存在尖
锐矛盾

× 材料理解不准

Ｄ．
宋太祖并不排斥史书记录他良好的真
实言行

× 以偏概全

　　历史追问｜●＞
（１）上题中提到“宋太祖某日闷闷不乐”，其实，在北宋建立

之初，宋太祖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遇到了很多让他高兴不起
来的事情，你知道有哪些吗？他是怎样解决的呢？加强中央集
权的措施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呢？

（２）上题中的史官，会记录历史的真相吗？你是怎样理解
的？（言之有理即可）

练习１－１　（２０１６·江苏卷）“宋沿唐制，亦贵进士
科。然唐时犹兼采誉望，不专辞章。宋则糊名考校，一决文字
而已。”由此可见，与唐代科举相比，宋代 （　　）

Ａ．考试程序更加公正　　Ｂ．取士科目有所减少
Ｃ．进士及第尤为尊贵 Ｄ．录取人数大大增加
练习１－２　（２０１６·新课标Ⅱ卷）两汉实行州郡推荐、

朝廷考试任用的察举制；经魏晋九品中正制，至隋唐演变为自
由投考、差额录用的科举制。科举制更有利于 （　　）

Ａ．选拔最优秀的官吏 Ｂ．鉴别官员道德水平
Ｃ．排除世家子弟入仕 Ｄ．提升社会文化水平
练习１－３　（２０１６·北京卷）中国古代某一时期，朝廷

与地方矛盾尖锐。某节度使派人到中书省办事，因其态度恶
劣，遭宰相武元衡呵斥。不久，武元衡在靖安坊的东门被该节
度使派人刺杀。此事发生在 （　　）

Ａ．汉长安 Ｂ．唐长安
Ｃ．宋汴梁 Ｄ．元大都

练习１－４　（２０１６·浙江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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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唐朝和宋朝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异同

相同
通过分割相权，加强皇权。唐朝三省长官都是宰相，相权
被一分为三；宋朝设枢密使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使分
割宰相的财权，设参知政事分割宰相的行政权

不同

三省设置

唐朝加强了三省的职能

宋朝三省有名无实，相权被进一步分割，枢密使、
三司使、参知政事分割了宰相的军权、财权和行
政权

最高行
政机构

唐朝以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

宋朝以中书门下为最高行政机构

　　２．中国古代中央加强对地方管理的趋势及特点
（１）演变趋势
①由分封制到郡县制，反映了地方官吏任用原则由宗法

血缘关系到中央行政任命的变化，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由贵
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的完成。

②从郡县制到行省制度，反映了地方管理方式由中央垂
直管理向中央派驻管理的转变，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体现
了地方权力日渐削弱，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趋势。

（２）特点
①随着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逐步

加强。

②地方官吏必须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最后听命于君
主，难以发挥地方的自主性。

③中央对地方实行多层次、多渠道的管理，地方基层行政
组织长期稳定。

观 点 　“禁兵把持于内，藩镇偃蹇于外，唐朝的政局，终已不

可收拾，遂分裂而为五代十国。唐时的节度使，虽不听政府的
命令，而亦不能节制军队。军队不满于节度使，往往哗变而杀
之，而别立一人”。北宋初，宋太祖大力整顿兵制，加强中央兵
权。宋朝兵之种类有四：曰禁军，是为中央军；曰厢军，是为地
方兵；曰乡兵，系民兵，仅保卫本地方，不出戍；曰番兵，则系异
族团结为兵，而用乡兵之法。“太祖用周世宗之策，将厢军之强
者，悉升为禁军，其留为厢军者，不甚教阅，仅堪给役而已”，所
以军队的重心，实在禁军。与之前府兵制相反，宋朝兵民分业，
士兵全部招募，平民出饷以养兵，募兵专务训练战争之事。宋
初，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殿前司分立，合称“三衙”，三衙分
掌禁军，厢军则隶属于侍卫马军司或侍卫步军司，“天下兵柄尽
在焉”。但是，三衙却只管统制训练，不及其他；武官选授和军
队的调发则由枢密院掌管；军队出征时又往往不用三衙将帅，
而临时任命其他官员为统帅，事定以后，兵归三衙，将还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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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篇　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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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兵制改革为赵宋皇室消除了腹心之患，有利于长治久安，
为两宋时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的进步与稳定，文化的昌
盛与繁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其意义与影响不可小觑。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问题设置］　根据材料，说明宋朝兵制改革的原因和特点。根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兵制改革的影响。

１．（２０１６·安徽安庆市重点中学高三下期模拟文综）董仲舒说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又有郎官多出自“任子”（指二
千石以上官员任职满三年，可举子弟一人为郎）或“赀选”
（非有市籍的商人，家资满十万，文帝时减为四万，可任郎
官）。为解决上述用人方面的局限，汉武帝 （　　）
Ａ．实行察举制 Ｂ．颁布推恩令
Ｃ．设刺史监察 Ｄ．建“内外朝”制度

２．（２０１６·河北省保定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唐朝时建立三司
会审制，即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三者共同审理案件，称“三
司推事”。到清时，除沿用“三司”制外，如遇重大案件，则实

行九卿会审制，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会同吏、户、礼、兵、工部
和通政司的官员共同审理。上述制度规定的实行 （　　）
Ａ．表明监察机构逐渐呈现出独立性
Ｂ．利于增强司法审判的公正性
Ｃ．使皇帝权威不断得到强化
Ｄ．易造成权力交叉，行政效能低下

３．（２０１６·苏锡常镇四市高三教学情况调研）据《唐语林》记
载，某人请求玄宗开恩帮女婿王某科举及第，玄宗答应。负
责科举的礼部侍郎将皇帝钦点王某情况报告宰相。宰相
说：“科举是为国家取才大典，怎么能凭皇帝一句话，就把功
名与人？”玄宗只好取消成命。这则记载表明 （　　）
Ａ．礼部与宰相共管科举 Ｂ．相权对皇权有制约性
Ｃ．科举制度具有公平性 Ｄ．科考不受皇权的干预

４．（２０１６·山西重点中学协作体高三第二次模拟文综）下列各
项中，能体现君主削弱宰相权力的措施是 （　　）
Ａ．汉代颁行“推恩令” Ｂ．宋朝设立三司使
Ｃ．元朝设立中书省 Ｄ．清朝沿用行省制度

５．（２０１６·山东德州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在元朝统治期间）
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反映了蒙古
帝国的 （　　）
Ａ．民族矛盾特别突出 Ｂ．中央集权的有效
Ｃ．行省制度行之有效 Ｄ．






























君主专制的弱化

主题二　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继续发展与繁荣

典例２　（２０１６·新课标Ⅱ卷）宋代，有田产的“主户”只占
民户总数２０％左右，其余大都是四处租种土地的“客户”。导
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是 （　　）

Ａ．经济严重衰退　　　　Ｂ．土地政策调整
Ｃ．坊市制度崩溃 Ｄ．政府管理失控
［解题流程］

第一步：定时空 　　　　　　　　　　　　　　

第二步：
↓


抓题眼 　　　　　　　　　　　　　　

第三步：
↓



析选项

选项 判断理由 正误 错因归类

Ａ．

Ｂ．

Ｃ．

Ｄ．

　　历史追问｜●＞
据上题思考，宋代土地兼并出现的根源是什么？会造成什

么不良后果？

　　 练习２－１　（２０１６·浙江卷）定州在中国古代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下列关于定州的表述，正确的是 （　　）

①秦汉始置州　②唐代私营绫织作坊兴起　③宋代以制
瓷业闻名天下　④元代为中书省辖地

Ａ．①②③ Ｂ．①②④
Ｃ．①③④ Ｄ．②③④
练习２－２　（２０１６·北京卷）黄崇德是１６世纪一位典

型徽商。最初他只是经营棉布、粮食等，后获得政府许可，转而
从事利润更大的食盐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用于购田置地。
这说明当时 （　　）

①农产品大量进入商品流通领域
②农本思想依然占主导地位
③政府放弃对食盐贸易的控制
④商人社会地位显著提高
Ａ．①② Ｂ．②③
Ｃ．②④ Ｄ．①④
练习２－３　（２０１６·天津卷）右图是北

宋纸币铜版拓片，其上文字为：“除四川外，许于
诸路州县公私从便……流转行使。”这一铜版

（　　）

①证实了宋代纸币的发行
②反映了宋代的印刷技术
③是纸币交子的文物材料
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见证
Ａ．①②③ Ｂ．①②④
Ｃ．①③④ Ｄ．②③④
练习２－４　（２０１６·浙江卷）在古代史家的笔下，大江

之南的乡村社会，“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
艺则有圃……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
服劳，比邻敦睦”。该材料反映的农业经济状况是 （　　）

Ａ．土地过度集中 Ｂ．有田者无力可耕
Ｃ．小农户个体经营 Ｄ．地权与劳动者契合
练习２－５　（２０１６·天津卷）除四大发明外，从中国传

到欧洲的东西还有很多，如船尾舵、马镫等器物，菊花、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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