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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编写说明

随着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的颁布，新课程教改实验在宁夏、山东、广东、海南等实验区逐步

推开。耳目一新的教学材料、充满个性的教学活动、丰富多样的学习方式等使新课程标准下

的课堂教学焕发出了生机。同时教材的多样化和教学活动的个性化也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

学生的学习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实现教学活动的规范化、有序化和有效化，是课堂教学改革的关键，是课改以来我们

一直重点关注的问题。为此，我们成立了“六盘山高级中学课堂行动研究课题组”，致力于研究

解决新课程标准下课堂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寻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推进课堂教学改

革。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编写了对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行为具有引领、指导和

规范作用的教学操作方案———《课堂导用》系列丛书。

在《课堂导用》系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运用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全面贯彻和落

实课程标准的精神，注重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整体考虑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的和谐发展，从实际出发，落实基础，强调能力，突出创新。该系列丛书的出版，对于

实现新课程标准下教学活动的规范化、有序化，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提高教学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

◎丛书体例

本套丛书通过建构系统化的知识结构、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材料、精心设计研讨式的探究

问题，帮助学生理解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质。历史分册设置以下八个板块：

目标导航 概括单元内容，明确学习基本要求，提示学习重点和学习难点。旨在帮助学

生建构单元知识框架，把握核心内容。

学习导读 提供学习准备知识，点拨学习思路、方法和技巧，阐释学习重点和学习难点。

引导学生获取知识，夯实基础，形成能力。

经典例题 主要选取符合学习目标，针对学习重点和难点，命制科学、规范的试题进行

剖析，点拨解题思路，提供探究所需的方法和技巧。

实践探究 选择每节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探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加深对主干知识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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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测评 体现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针对教学目标设置新情景和新问题，检测和巩固

学习结果。

拓展延伸 着眼于课堂知识的拓展、延伸和深化。选取典型案例引导学生实现新旧知识

的整合与迁移以及认识的提升与发散。

收获感悟 培养学生的反思习惯。以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对本课学习内容进行总结、思

考和质疑，形成学习收获、感悟及体会。

趣味阅读 选择与本课内容相关的学科信息与资料链接，扩大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

另外，每单元后附有单元能力检测试题，每模块安排两套模块学习评价试题（分 A 卷和

B卷，A 卷强调基础性，B卷着力于提高和综合），供学生自我检测之用。

◎ 使用建议

自主学习 新课程倡导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本套丛

书各板块的设置特别关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

趣、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希望同学们借助这些板块，在学习中主动观察、思考、表达、探究，

逐步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习惯。

循序渐进 丛书力求遵照同步学习的客观规律，在板块设置、内容安排、方法应用、能力

考查等方面都充分考虑了梯度性和渐进性，逐步从基本要求向较高要求递进。学习中要充分

关注这一特点，以学习板块为顺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这样，才能保证理想的学习效果。

学以致用 各板块的设置和习题的选取，充分考虑了其实用性、新颖性和探究性，选用

了大量与实际生产、社会生活、中外时事和科技发展相关的问题。学习过程中要以此为契机，

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实现书本、课堂向社会、生活延伸，使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落到实处。

但愿本套丛书成为你学习的好帮手。

受水平所限，本丛书的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使《课堂导

用》系列丛书的质量不断提高，日臻完善。

《课堂导用》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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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目标导航

【学习目标】

1. 知道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基本内容，并能通过上述制度归纳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2. 知道“始皇帝”的来历，了解秦朝中央官制和郡县制的基本内容，据此说明中国古代中央集

权制度的形成，分析其对后世的影响。

3. 知道从西汉到元朝政治制度演变的基本史实，并据此归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4. 知道明朝内阁、清朝军机处设置等史实，据此分析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对中国社会发展

的影响。

【知识结构】

第 1课 夏商周的政治制度

学习导读

一、学习思路、方法、技巧点拨

要了解分封制，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分封制的目的、内容、对象，即分封制的概念；

二、受封者的权利和义务；三、分封制的作用和影响。

要理解宗法制，必须理解以下 4个问题：一、宗法制的含义；二、宗法制的特点；三、宗法制与

分封制的关系，这是本课的难点；四、宗法制的作用。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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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难点阐释

1. 分封制的演变及影响

演变过程：始于商代→武王灭商实行分封→周公平叛后大规模实施→西周后期受破坏→春

秋诸侯争霸，开始遭到破坏→战国末期，周王室完全失去分封大权。

影响：前期巩固统治，扩大统治范围，促进边疆开发；埋下以后割据混战根源。

2. 宗法制实行的目的、内容、演变和影响

目的：巩固父系家长在本宗族中的地位，以保证王权的稳固。

内容：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分大、小宗，小宗须服从大宗。诸侯和大夫具有双重身份，嫡长子

与众子具有双重关系。

演变：原始社会父系家长制→周天子和诸侯→中小贵族→庶民。

影响：稳固秩序，防止争夺；巩固分封制；宗法观念成为传统思想内容之一。

经典例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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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通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答案为 D。

2. 下列各项中，不属于西周时期诸侯对周王义务的是（ ）。

①贡献财物 ②交纳租赋 ③派兵作战 ④服从命令

A. ① B. ② C. ②③ D. ③④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再认识、再现历史事实的能力。答案为 B。

3. 西周推行的分封制（ ）。

A. 主要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 B. 规定了宗族内部的嫡庶系统

C. 诸侯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 D. 实施范围仅限于王族内部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是否全面掌握分封制的内容。答案为 C。

实践探究

1. 西周大规模实施分封制是在（ ）。

A. 周武王统治时期 B. 周公辅政时期

C. 西周后期 D. 春秋时期

2. 相传周成王和弟弟叔虞玩耍时用桐叶对弟弟说：“我把它封给你吧！”一旁的周公马上上前

表示祝贺。成王说：“我是开玩笑的。”周公说：“天子无戏言。”于是成王把唐封给了弟弟叔虞。这

则故事讲的是（ ）。

A. 世袭制 B. 分封制 C. 君主专制 D. 禅让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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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封制在春秋战国时期（ ）。

A. 引起割据混战 B. 导致了社会安定

C. 维护了周王的利益 D. 促进宗法制的解体

4. 西周实行的宗法制（ ）。

A. 引起了贵族内部的争斗 B. 保证了贵族的特权地位

C. 导致诸侯问鼎中原局面 D. 加剧了大小宗间的矛盾

达标测评

1． 分封制在周初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在后期则造成分裂割据瓦解西周统治，导致截然不

同的两种结果的根本因素是（ ）。

A． 生产力的发展 B． 生产关系的发展

C． 诸侯争权夺利 D． 周王室腐败无能

2． 在汉语中，“鼎”被作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其形成至少应追溯到（ ）。

A. 商周时期 B. 春秋时期 C. 战国时期 D. 秦汉时期

3. 著名史学家王国维用“任天者定，任人者是；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来评述西周的宗法制。对

其所谓“天”的正确理解是（ ）。

A. 确定继承人选的天子 B. 表现自然主义的天道

C. 辨别是非善恶的天理 D. 决定嫡庶身份的天命

4.“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历史现象反映出的本质是（ ）。

A. 诸侯国帮助周王室巩固统治 B. 周天子把权力下放给诸侯

C. 周天子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 D. 周王室文化衰败军事落后

5. 西周统治者确立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宗法制核心的主要动机是（ ）。

A. 保证王权平稳过渡 B. 巩固父系家长的宗族地位

C. 防止国家财产流失 D. 明确大宗和小宗等级关系

6. 按西周宗法制的规定，下列不一定能成为相对血缘关系范围内的大宗的是（ ）。

A. 周天子的嫡长子、嫡长孙 B. 卿大夫的嫡长子、嫡长孙

C. 诸侯的嫡长子正妻所生的长子 D. 诸侯正妻所生育的儿子

拓展延伸

材料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材料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

以为固，礼义以为纪。”

──《礼记》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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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三：（西周）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

职也……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

──《孟子·告子》

材料四：春秋之世，鲁之朝王者二，……而如齐至十有一，如晋至二十。

──（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请回答：

1. 材料一和材料二反映出的变化是什么？出现变化的标志又是什么？

2. 结合所学知识和材料三，指出西周时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诸侯需要履行哪些义务？

3. 材料三和材料四反映出的变化现象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4. 上述两种变化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趣味阅读

宗法制

在宗法制度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

年），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制度。宗法制的一个关键内容是严格嫡庶之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

课堂导用
Ke Tang Dao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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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稳固贵族阶级的内部秩序。这一制度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关系以划定贵族的等级

地位，从而防止贵族间对于权位和财产的争夺。在宗法制度下，从始祖的嫡长子开始传宗继统，并

且世代均由嫡长子承继。这个系统称为大宗，嫡长子称为宗子，又称宗主，为族人共尊。宗子有祭

祀祖先的权利。若宗子有故而不能致祭，那么庶子才可代为祭祀。和大宗相对应的是小宗。在一

般情况下，周天子以嫡长子继统，众庶子封为诸侯，历代的周天子为大宗，这些诸侯就是小宗。诸

侯亦以嫡长子继位，众庶子封为大夫，这些大夫为小宗，而诸侯则为其大宗。大夫也以嫡长子继

位，为大宗；众庶子为士，即小宗。在宗法系统里，诸侯和大夫实具有大宗与小宗双重身份。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大宗和小宗的区别与贵族等级里的层层封建是完全合拍的。如果说分封制从政治结

构方面建立了贵族间的等级秩序，那么，宗法制则以注入了特定内容、贯彻了崭新原则的宗族传

统观念使这个等级秩序得到稳固。文献和彝铭记载中屡有“宗周”的记载，《诗经·公刘》说：“食之

饮之，君之宗之。”从宗法系统看，周天子乃是地位最高的宗子。周初，宗法制首先在周天子和诸侯

间实施，以后逐渐及于中、小贵族，以至士与庶民之间，具有了普遍性质。

第 2课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学习导读

一、学习思路、方法、技巧点拨

本课学习的是秦朝的政治历史，包括秦朝的统一、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巩固统一的措施，秦

朝的灭亡等历史知识。学习时要围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背景、内容和影响三个方面把握学

习内容。

二、重点、难点阐释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政治制度，它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

“君主专制”是指中央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个人，皇帝独裁一切军国大事，它与“民主共和”相对

应，是我国封建国家的政体；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对应，是指地方大权集中于中央，中央严格

控制地方政治经济军事一切大权，它是封建国家的国家结构形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有两层

含义：在中央，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即专制主义；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削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

的权力，即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皇帝制度；中央官制；地方政治

制度。

经典例题

1.“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乃今皇帝，一家天下。”这则纪功石刻说的是（ ）。

A. 周天子分封天下 B. 秦始皇统一六国

C. 汉武帝开拓疆土 D. 忽必烈一定乾元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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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六合”代表的是战国七雄中除秦国外的六国，“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说明六国已

经被统一，而“乃今皇帝，一家天下”说明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本质。答

案是 B。

2. 秦灭六国实现统一的根本原因是（ ）。

A. 商鞅变法比较彻底，秦在七国中实力最强

B. 秦在统一过程中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正确策略

C. 统一条件成熟，秦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的潮流

D. 秦王嬴政的雄才大略和将领的英勇善战

解析：本题为最佳选择题，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民族各地区联系的加强，人民对统一的渴望等，

都属于统一的条件，这是统一的前提和基础。而其他条件，只有建立于基本前提条件下才能实现。

答案是 C。

3. 秦朝确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适应了①国家统一的需要 ②自然经济存在的需要

③保护地主土地制度的需要 ④推动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 ）。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②③④

解析：解答此题时可以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角度和中央集权制度对历史的影响等

角度思考。是从政治角度，则主要是从经济角度分析的。答案是 D。

4. 秦朝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本质特征是（ ）。

A. 改王为皇帝 B. 建立中央官制

C. 实行郡县制 D. 皇权至高无上

解析：解答本题的关键是要理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含义，把握其核心是君主专制独裁。

答案是 D。

5. 郡县制与分封制最大的区别是（ ）。

A. 以什伍为基层单位 B. 职位由朝廷任免而非世袭

C. 以编户为基层单位 D. 直接接受朝廷命令和监督

解析：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央对地方的制约关系及其地方权力的大小。答案是 B。

实践探究

1.“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反映了皇帝称号的来历是（ ）。

A. 上古天神名号 B. 上古部落和部落联盟首领称呼

C. 先秦王朝统治者称呼 D. 我国最高封建统治者称谓

2. 秦始皇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作了哪些规定（ ）。

①皇帝称“朕” ②皇帝的命令称“制”或“诏” ③皇帝的玉印称“玺” ④增强皇帝的神圣感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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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秦朝时期，御史大夫的主要职责是（ ）。

①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 ②执掌群臣奏章 ③管理军事 ④下达皇帝诏令 ⑤兼理

国家监察事务

A. ①②⑤ B. ①③④ C. ②④⑤ D. ③④⑤

4. 我国古代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曾出现了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变化，其变化的最主要原

因是（ ）。

A. 交通的发展 B. 疆域的拓展

C. 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 D. 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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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县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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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世纪 90年代，陕西章台出土了一些秦代封泥（密封信件文书时加盖了印章的泥块），上

面有上郡，代郡，邯郸等郡名和蓝田等县名。这一发现可以印证秦朝（ ）。

A. 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事实 B. 出现了造纸业的事实

C. 实行了郡县制度的事实 D. 用泥制陶的事实

达标测评

1.下列关于嬴政“皇帝”称号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 具有神化皇权的意图 B. 表明嬴政要效法古代有道明君

C. 是中央集权发展的必然结果 D. 体现了专制主义的倾向

2. 秦始皇在中央同时设立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其直接目的是（ ）。

A. 确立皇权至高无上 B. 削弱地方权力

C. 建立中央集权制度 D. 防止大臣专权

3. 秦朝三公九卿和郡县长官产生的方式是（ ）。

A. 世代相袭 B. 考试选拔 C. 地方推荐 D. 皇帝任命

4. 下列有关郡县制的评价不正确的是（ ）。

A. 郡县制是对先秦政治制度的发展 B. 废分封、立郡县是秦二世灭亡的重要原因

C. 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的进步 D. 废分封、立郡县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5. 与分封制相比，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特点是（ ）。

A. 皇位世代相传，以稳固“家天下”的基础 B. 推行郡县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C. 皇帝掌握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大权 D. 为提高权威而神化皇权

6. 秦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积极意义是（ ）。

A. 加剧了社会矛盾，无益于社会发展 B. 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助于长治久安

C. 避免了国家分裂，有助于政局稳定 D. 造成君主独裁，导致政治黑暗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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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延伸

仔细观察下图，回答问题：

（1）从图中你能得出哪些历史信息？

（2）秦始皇采取哪些措施巩固秦朝统治？

（3）秦朝对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什么？与西周政治制度相比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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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阅读

秦始皇为何要铸造十二铜人

公元前 221年，秦统一中国。秦始皇为了巩固第一个封建王朝的政权，除了在原来政权机构

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统治

机构和封建官僚制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下令收缴天下兵器，铸成十

二铜人，立于咸阳。

据《三辅黄图》载：“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

销锋镝以为盎人十二，立于宫门”。又据史书记载，铜人背后铭刻着李斯篆、蒙恬书：“皇帝二十六

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等字样。铜人造型之大，制作之精巧考究，为历史上

所罕见。

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国第一位封建皇帝秦始皇为什么要铸造这十二个铜人呢？这主要有以下

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有一天，秦始皇梦中遇到天象大变、昏暗无光，且鬼神作怪，遂惊恐不已，

在万般无奈之际，有一道人前来指点迷津：制十二金人，方可稳坐天下。秦始皇梦醒后，即下令将

全国的兵器收缴集中于咸阳，铸成十二铜人。有的学者指出，秦始皇一生极信方士道人之言，再联

系开国不久的担忧心情，此说是可信的。另一种说法是：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始终在忧虑和思考

着如何长治久安、使江山传之万世的问题。而要坐稳天下、江山永固，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应

该收缴和销毁流散在民间的各种兵器。关于这一点，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一天，秦始皇在群臣

陪同下，观看舞水火流星和各种杂耍，正在兴高采烈之时，忽见一队杀气腾腾、手执刀剑干戈的武

士上场表演。秦始皇见了，无疑触动了心病，于是日思夜想，寝食难安。这时候，正逢临洮农民送来

一条消息，说是见到了十二个巨人，当地还盛传着一首童谣说：“渠去一，显于金，百邪辟，百瑞

生。”秦始皇听后，正中下怀，情绪为之一振。于是便假托征兆，借助天意，下令收缴民间所有的兵

器，集中于咸阳，铸成了十二个铜人。应该说，秦始皇收兵器造铜人，完全是出于政治上安定的考

虑。至于假传天意，只是使之合法化的一种策略，这是不少统治者所惯用的伎俩。

第 3课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学习导读

一、学习思路、方法、技巧点拨

1. 要求学生从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掌握从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我们应该以时间为

线索，建立纵向的联系，将各朝代的政治制度的史实建立有效的结构，理清脉络，推移顺序，在变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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