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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导向】
了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基本内容，认识中国早

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重难点突破】
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内容及特点？

1．分封，就是封邦建国的意思。 周王把王畿以

外的地区分封诸侯，让他们建立诸侯国，镇守疆土，

保卫王室。 诸侯对周王承担纳贡和朝聘的义务，并

随周王参与出征、祭祀、吊丧庆贺等事项。 周王是全

国最高统治者，是诸侯们的共同主子，自称为上天

之子，故又称天子。 诸侯是周王的臣属，必须服从于

周王的命令。

2．宗法制由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直接演变

而来，它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 即嫡长子继

承父亲的宗主地位，庶子进行分封。 嫡长子与分封

下去的众子有双重关系， 在亲缘上是兄弟关系，在

政治上又是君臣关系。

【练习检测】
1．宗法制是西周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请你

判断，在西周的封国———鲁国的宗法体系中，处

于大宗地位的是（ ）

A．周王 B．鲁国国君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学习导言】
夏、商、周时期我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宗法制，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在王位和

爵位的继承上实行世袭制；在地方管理上实行分封制；在王族内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点的宗法制。
秦国统一六国后建立了秦朝。 秦朝创立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初期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以皇帝

为中心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官位不世袭，实行俸禄制度，由皇帝任免；官职有明确分工，既互相配
合，又相互牵制。
“汉承秦制”由汉至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逐步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受

到制约而削弱；中央权力不断加强，地方权力不断削弱。
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废丞相、设内阁和六部、增设军机

处；中央机构的设立和职权完全服从专制王权的需要；废行省，设三司，直接隶属中央，中央对地方控制进一
步加强；大兴文字狱，八股取士，思想文化专制不断加强。

第 1课 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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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卿大夫            D．士

2．观察下表，按照西周宗法制的规定，有资格继承

王位的是（ ）

3．中国古代用封建官制取代世袭制，适应了君主

专制的需要，主要是因为（ ）

A．拓宽了官吏选拔途径

B．扩大了统治基础

C．君主控制了用人权

D．实现了选贤任能

4．周初实行分封制是为了（ ）

A．建立军事屏障，防止外族入侵

B．削弱功臣、贵族的权力

C．排斥异姓诸侯，团结同姓诸侯

D．巩固奴隶制国家政权

5．西周分封制的核心内容是（ ）

A．分封土地 B．分封爵位

C．规定义务 D．规定贡赋

6．阅读下列材料。

刘敬先、殷孝祖（《宋书》），蔡兴宗、崔祖思

（《南史》），郑严祖、裴安祖（《北史》），张茂宗、杨

延宗（《新唐书》），洪兴祖、冯继业（《宋史》），何

荣祖、韩显宗（《元史》），汤显祖、严世藩（《明

史》），史念祖、杨光先（《清史稿》）。

请回答：

材料是中国古籍中出现的人名， 这些人名

体现了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什么观念？ 这一

观念的产生与商周时期实行的什么制度有关？

第 2课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课标导向】
1．知道“始皇帝”的来历和郡县制建立的史实。

2．了解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

【重难点突破】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的原因。

经济根源：封建经济分散性，需要强有力的国

家政权保证国家统一；

政治根源：地主阶级需要借助强大的政权维护

自己的经济利益及镇压人民反抗；

思想根源：法家思想。

【练习检测】
1．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主要是

因为（ ）

A．实行商鞅变法 B．更多的使用铁农具

C．牛耕得到推广 D．重视水利工程建设

2．秦始皇统治时期，“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2

妻 妾 一般称谓

妻（正配） A．三哥（20岁）
B．四哥（14岁）

妾一（侧室） C．大哥（25岁）
妾二（侧室） D．二哥（22岁）



【课标导向】
列举从汉到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

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重难点突破】
中国古代集权制度发展呈现出的特点。

（1）呈现出两大基本矛盾和斗争：一是中央集

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二是皇权与相权的斗争。 在

中央政权中，相权不断削弱，君权不断加强。 在中央

与地方的关系中，中央严格控制地方政权，不允许

有独立的行政体系存在。

（2）专制皇权不断加强，到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

（3）其本质是加强皇权，维护专制统治。

【练习检测】
1．刘邦建立的政治制度与秦朝相比，最大的差别是

（ ）

Ａ．中央机构的设置上 Ｂ．地方制度上

Ｃ．皇帝权力上 Ｄ．根本目的上

2．唐朝中央政府三省的运转机制是（ ）

Ａ．尚书－中书－门下

Ｂ．中书－门下－尚书

Ｃ．尚书－门下－中书

Ｄ．门下－中书－尚书

主要表现在（ ）

①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由皇帝总揽

②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员都由皇帝任免

③皇帝控制了调动军队的虎符

④攻伐征战由皇帝亲自带兵

A．②③④   B．①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④

3．秦朝“三公”的权限中，属于御史大夫的是（ ）

①负责管理军务 ②负责国家监察事务 ③执

掌群臣奏章 ④帮助皇帝处理政事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②④

4．秦朝郡县制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

制度，其依据主要在于（ ）

A．郡县官吏必须对上一级负责

B．郡县是地方行政管理机构

C．郡县官吏与皇帝是臣与君的关系

D．郡县完全由中央和皇帝控制，官吏不能世袭

5．下列关于秦朝全面推行郡县制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

A．郡守、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免

B．郡守有考察县令工作之责

C．县令负责一县民众治理和财政、兵役管理、司

法、狱讼

D．县是郡的下级行政机构，也是秦朝的基层行

政机构

6．谈谈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

度是怎样建立的？ 这种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什么？

对秦朝及后世有什么影响？

第 3课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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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导向】
1．了解明朝内阁，清朝军机处设置等史实。

2．认识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对中国社会发展

的影响。

【重难点突破】
明清君主专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君主专制， 决策具有个人独断和随意性的特

点，容易出现暴政；官吏唯上是从，助长官场因循守

第 4课 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

3．北宋加强中央集权最突出的特点是（ ）

Ａ．极力提高皇权 Ｂ．竭力削弱相权

Ｃ．削弱将帅权力 Ｄ．削弱地方权力

4．宋元时期的最高行政机构分别是（ ）

Ａ．中书省和枢密院

Ｂ．中书门下和中书省

Ｃ．参知政事和平章政事

Ｄ．枢密院和宣政院

5．下列各项，出现在元代的是（ ）

Ａ．划全国为 25个省级行政区

Ｂ．设宣政院管理藏族地区事务

Ｃ．设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

Ｄ．废丞相制，设立三司

6．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唐代科举取士，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大

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

材料二：唐代明经、进士两科的考试内容

———摘编自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等

请回答：

（1）在唐代明经、进士两科考试中，为何进士科

“其得人亦最为盛焉”？

（2）指出唐代科举取士与中世纪英国官员选用的

主要区别。

4

初试

明
经

选《礼记》或《左传》之
一及《孝经》《论语》
《尔雅》每经帖十条

进
士
选《礼记》或《左传》之一
及《尔雅》，每经帖十条

二试

口答诸经大
义十条

作诗、赋、文
各一篇

三试

答 时 务
策三道

作 时 务
策五道



旧之风；造成官僚机构的膨胀；造成个人自然权利

的流失， 近代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缺乏社会基础，

妨碍社会进步等。

【练习检测】
1．明太祖废丞相、撤销中书省的目的是（ ）

A．健全地方职能 B．厉行思想控制

C．监视官吏百姓 D．强化君主专制

2．“票拟”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央政府行政运作

的重要制度，该制度始自（ ）

A．汉武帝 B．唐太宗

C．明宣宗  D．康熙帝

3．明朝掌管地方行政的机构是（ ）

A．布政使司 B．行省

C．按察使司 D．都指挥使司

4．明朝初年废行省、设三司（ ）

A．通过分散地方权力加强了中央的权力

B．是我国古代行政区划制度的划时代变革

C．有利于加强明朝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御力量

D．政府各部门相互牵制，客观上减轻了对人民

的压迫

5．清代一位军机大臣用一首诗来形容自己的工

作：“依样葫芦画不难，葫芦变化有千端。 画成依

样旧葫芦，要把葫芦仔细看。 ”该诗直接说明了

（ ）

A．军机大臣完全听命于皇帝，根据皇帝的旨意

拟发谕旨，处理军国大事

B．军机大臣在皇帝心目中毫无地位，完全被视

为走卒

C．军机大臣接替丞相职权，替皇帝处理政事

D．军机处的设置，意味着封建制度已经衰败

6．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大和门

外，保直（官吏值班）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

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

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

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

———赵翼《檐曝杂记·军机处》

材料二：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

勿。 ……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正、乾隆后，

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予内阁，而于军机处，盖

隐然执政之府矣。

———《清史稿》

材料三：机务及用兵皆军机大臣承旨，天子无日

不与（军机）大臣相见，无论宦寺（宦官）不得参，

即承旨诸臣（军机大臣）亦只供传达缮撰，而不

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

———《清史稿·军机大臣年序表》

请回答：

（1）军机处最初设置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2）军机处的职能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3）综观材料概括军机处的主要特点。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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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学 与 检 测

一、选择题
1．在西周初年， 下列哪个人被封为诸侯王的可能

性最小（ ）

A．甲是商朝末年的贵族，带兵抵抗周部落进攻，

兵败后降周

B．乙是商朝末年的平民，才能、人品俱佳

C．丙带兵攻打商纣王，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了

汗马功劳

D．丁是西周王族成员，整日无所事事

2．观察下表，按照西周宗法制的规定，有资格继承

王位的是（ ）

3．史家指出，中国历史上某一时期“有极关重要者

四事”：一为中国版图之确立，二为中国民族之

抟成，三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四为中国学术

思想之奠定。 这应是指（ ）

A．春秋战国时期 B．秦汉时期

C．隋唐时期 D．明清时期

4．一次考古中发掘出古代石刻一方，上有记文曰：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乃今皇帝，一家天下，

兵不复起。 ”据此判断，这块石刻应出自（ ）

A．西周 B．秦代

C．汉代 D．元代

5．右图是古代某位官员的印信，上刻“冀州刺史”，

你觉得这位官员可能生活在（ ）

A．西周                         B．战国

C．秦朝                         D．东汉

6．假设你是唐太宗时的一名中书省长官，为挫败

突厥贵族对内地的侵扰， 起草了一份关于如何

出兵防御的诏令，接下来你会（ ）

A．交唐太宗裁定 B．交门下省审议

C．交兵部出兵 D．交内阁处理

7．假如你是一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招收研

究生的试卷中，有这样一道题：谈谈你对明朝废

除丞相制度这一政策的理解。 某考生答题要点

概括如下， 你认为其中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是（ ）

A．丞相制度妨碍了皇权的高度集中

B．丞相制度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

C．这一做法使军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手中

D．废除丞相制度，使君主专制达到了新的高度

8．学完“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后，某班四位

同学就本单元内容分别拟定四个选题准备开展

研究，这四个选题的研究最终将无法成功的是

（ ）

A．《浅议我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创立

者———大禹》

B．《趣谈周武王与分封制》

C．《论隋唐三省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D．《论清代丞相与军机大臣的权力制衡》

9．有网友发表帖子讨论科举制时说：“自秦以来，

科举兴于世，始以八股为试，学子彻夜秉读。 然

科举追求功禄，令学子神经麻木，岂真学识耶？”

对该帖最恰当的评价是（ ）

A．对科举制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B．仅从追求功禄评价科举制是片面的

C．关于科举制的史实和评价都有问题

D．关于科举制和八股取士产生的时间都有错误

单元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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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二（侧室） D．二哥（22岁）



二、非选择题
10.  阅读下列材料，请回答。

材料一：《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

李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

诸侯尽西来。 ”

材料二： 自秦始皇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历代都

设置宰相作为皇帝的助手，参与国家大事决策，

处理全国政务。《新唐书》记载：“宰相之职，佐天

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 ”

材料三： 清代一位军机大臣形容自己的工作：

“依样葫芦画不难，葫芦变化有千端。 画成依样

旧葫芦，要把葫芦仔细看。 ”

请回答：

（1）上述材料中的“秦王”指谁？ 上述材料主要反

映了“秦王”的哪一功绩？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宰相的主要职责。 在君权

与相权关系的处理上，汉武帝、唐太宗、宋太

祖分别采取了怎样的措施？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分析军机处的设置

对皇权的加强有何作用？

（4）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

代政治制度的演变趋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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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学 与 检 测

第二单元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学习导言】
古代希腊、罗马是世界闻名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以各自的特色在世界文明史上一直占有突出地位。古希

腊多山多岛的地理环境、“航海民族”之誉的特性以及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度，赋予了希腊文明独特的魅力，经

过梭伦、克利斯提尼、伯利克里等的努力，雅典民主政治臻于鼎盛。继希腊之后，罗马成为地中海地区一个有

着重大影响的文明中心，而罗马法又构成这一文明的重要内核。罗马法源于罗马奴隶制度，仅使用于罗马公

民内部。 随着罗马对外扩张范围的扩大，“万民法”诞生了。 罗马法的创设成型，有力地规范了当时的社会生

活，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有力的维系作用。

【课标导向】
1. 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

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

2. 知道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认识民主政

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重难点突破】
地理环境对希腊文明产生的影响有哪些？

（1）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 西方文明，人

们常称之为“蓝色的海洋文明”，其特点是经济上以

商品经济为主，政治上拥有议会体制，而具备这一

特点的海洋文明最早出现在希腊半岛，因而希腊半

岛成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以后的西方文明在众多

方面都承袭了希腊文明的许多因素。 因此，希腊文

明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

（2）希腊文明的产生得益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荒

凉的山坡把平原分成小块， 土地只适宜于种植葡

萄、橄榄等，粮食不能自给，但海岸线很长，多良港，

海洋成为主要运输通道。

（3）海外贸易兴盛，殖民及其他经济和文化交

往活动， 是古希腊形成了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并

较早的接受了平等互利的观念，这一切都有助于古

希腊民主政治的建立。

【练习检测】
1．关于希腊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山峦众多 B．面临海洋

C．天然良港众多 D．海岛星罗棋布

2．古希腊城邦的突出特征是（ ）

A．地域包括市区和周边的农村地区

第 5课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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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小国寡民

C．多由山峦和海洋天然阻隔而成

D．城邦之间摩擦不断，战争频繁

3．古希腊城邦的政体主要有（ ）

①民主制 ②共和制 ③贵族制 ④君主制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4．雅典的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是在下列哪个历史

人物所处的时期（ ）

A．梭伦 B．克利斯提尼

C．伯利克里 D．亚历山大

5．在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城邦的最高权力机

构是（ ）

A．公民大会 B．五百人议事会

C．十将军委员会 D．人民代表大会

6．阅读下列材料。

（希腊） 神话中认为女人是罪恶根源的概

念，无疑是希腊人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写照，而且

因为男性掌握了言论和明辨是非的权力， 他们

可以站在高傲的优势地位， 从符合其地位和维

护其利益的角度出发，进行其价值取向的评判。

……在当时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明显低于男性，

且这种差距已经成为了一种命定的原则……

———刘扬：《古希腊女神与女人的两种角

色》，《历史教学》，2004年 3期

请回答：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希腊民主制度有什么缺

憾？ 除此之外，从教材中你又了解到哪些不足？

第二单元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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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学 与 检 测

【课标导向】
了解罗马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在维系罗马帝国统

治中的作用，理解法律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重难点突破】
罗马法的基本内容、作用和局限性？

（1）内容：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罗马法

指通行于罗马统治的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法律制度。

狭义的罗马法指罗马公民法。 从形式上可以区分为

成文法与习惯法； 从整体结构上看包括公民法、万

民法和自然法。

（2）作用：维护了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统治；为

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势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

理论武器；奠定了近代欧洲法律体系的基础，是各

国立法所遵循的范本。

（3）局限性：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罗马

法的制定主要是体现帝国统治者的利益，对于被统

治者来说，只能承担义务，受到不公正的处罚。

【练习检测】
1．罗马成文法诞生的标志（ ）

A．习惯法的废除

B．《十二铜表法》的颁布

C．公民法的确定

D．《民法大全》的编纂

2．罗马法体系最终完成的标志是（ ）

A．《十二铜表法》的颁布

B．公民法的形成

C．公民法演变为万民法

D．《民法大全》的编纂

3．公民法和万民法最主要的不同（ ）

A．内容的不同

B．制定者不同

C．适用范围的不同

D．制定的依据不同

4．组织编纂《民法大全》的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是

（ ）

A．屋大维 B．查士丁尼

C．凯撒 D．哈德良

5．罗马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承认“财产神圣不可

侵犯”，它的根本目的是（ ）

A．维持社会的等级和秩序

B．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

C．避免纠纷

D．体现公平、公正原则

6．阅读下列材料。

布鲁图是古罗马伽太基城里的一个铁匠，他

向贵族卡西借了 20个金币， 并立契约 30天以后

归还。但 30天过去了，布鲁图并没有能力还钱，贵

族卡西因此告上法庭，要求布鲁图作他的奴隶。

请回答法官会同意卡西的要求吗？ 为什么？

第 6课 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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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千百年来，罗马不仅指一段古老而悠久的历史，更代

表一种宏伟而博大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指（ ）

A．深奥系统的哲学思想

B．建筑风格

C．追求知识、敢于冒险的民族精神

D．博大缜密的法律

2．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质是（ ）

A．奴隶主阶级专政

B．部落首领专政

C．地主阶级专政

D．平民阶级专政

3．早期罗马法最先有（ ）

①习惯法 ②成文法

A．①②都对 B．①②都错

C．①对②错 D．①错②对

4．东方文化对希腊的影响很大，这里的“东方文化”

主要指（ ）

A．古代中国和古代印第安文明

B．古代印度文化和古代埃及文化

C．古代埃及文化和两河流域文明

D．古代印度文化和古代中国文化

5．公民法和万民法之间的区别开始消失是在（ ）

A．公元前 5世纪中期

B．公元前 3世纪中期

C．公元 1世纪后期

D．公元 3世纪初

6．罗马帝国的皇帝高度重视法制建设的目的是（ ）

A．为更好地控制臣民

B．为了更好地统治庞大的帝国

C．为了平息被征服民族的斗争

D．法学家的积极倡导

7．下列哪些内容不可能被包括在万民法中（ ）

A．罗马帝国政府颁布的法令

B．法学家新根据新情况新制定的法律

C．公民法

D．《民法大全》

8．公元前 27年建立罗马帝国的人是（ ）

A．屋大维 B．恺撒大帝

C．狄奥多西二世 D．查士丁尼

9．希腊民主政治制度衰落的根本原因是（ ）

A．亚历山大的征服

B．妇女的长期斗争

C．内部的战争

D．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10．广义的罗马法的涵义是（ ）

A．通行罗马帝国统治地区的全部法律制度

B．仅指罗马公民法

C．指《十二铜表法》和“万民法”的总和

D．指调整罗马帝国统治地区所有人的财产关

系的法律

二、非选择题
11．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我赋予人民恰如其分的崇高地位……

权势之士因为财富遭受嫉妒， 我保护他们免受

一切厄运，我坚持立场，不偏不倚，不允许任何

一方恃强凌弱。

———梭伦

材料二：我们的“政府形式”之所以称为民主制，

是因为权力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而是由全体

人民掌握。

———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

单元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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