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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5/2021_2022__5B_E7_9F_

A5_E8_AF_86_E7_BB_93_c65_105079.htm 一、总论 中国古代

史在高考中所占比例约为 25% 。这是文科考生在进入高三后

所接触的第一部分高考内容，是历史复习的基础，是学生掌

握历史知识、形成基本观点和能力的基础，故应加以重视。 

近年，历史高考对考生宏观把握知识能力的要求日渐提高。

即不仅要求考生准确而熟练地掌握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

点、过程、重要人物等基本要求，更要把握该事件和其它史

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将这一历史事件放到历史发展的全过

程中考察它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考生在考前总复习阶段应

注意对阶段特征的把握。所谓阶段特征，指的是某一历史发

展阶段在社会生活主要方面所体现出的总体特点以及这一阶

段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历史内容的

特征，其归纳总结的基本思路也有所差别。中国古代史某一

朝代（时期）的基本特征，一般应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

、对外关系、文化等方面总结。本文试图将中国古代史各阶

段的历史发展基本特征作一简单归纳，希望能对应届考生有

所帮助。 二、阶段特征 1. 原始社会 本阶段基本特征为生产力

水平极其低下，人类集体劳作和生活，共同享用得来的生活

资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无阶段、剥削和压迫。

原始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缓慢，特征相对简单。在复习时应注

意原始社会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重要变化。 ⑴生产力水平的

提高：生产工具的改进是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标志，应特别注

意各原始人类遗址的具有代表性的生产工具。 ⑵人类生产活



动的变化：即由最原始的采集和狩猎发展为原始农业和原始

家庭饲养业。原始农业和原始家庭饲养业的开展，是母系氏

族社会繁荣的基础。 ⑶人类生活形态的变化：即由穴居的迁

移生活发展为定居生活。 (4)人类生产生活组织的变化：即由

原始人群进入氏族公社，氏族公社又先后经历了母系氏族和

父系氏族两个阶段。其变化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生产力发展水

平的提高，而其本质含义则是人类血缘关系的变化。 ⑸人类

生产关系的变化：父系氏族公社末期，生产力水平提高，出

现剩余产品。氏族首领将公有的剩余产品据为己有，产生私

有财产。氏族成员出现贫富分化。穷人和富人之间逐渐产生

对立，发展为阶级。贫穷的氏族成员由于债务的关系沦为奴

隶，富人则成为奴隶主，奴隶社会的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雏

形已经形成，而普通氏族成员则成为平民阶层。当阶级出现

，阶级斗争随之产生。奴隶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地位，镇压

奴隶的反抗，必须要有可利用的力量国家和阶级，国家的出

现标志着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奴隶社会的形成。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