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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曹操统一北方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一、三国鼎立局面

的形成1、董卓之乱2、官渡之战3、赤壁之战4、三国鼎立形

成220年曹操病死，儿子曹丕废汉自立，国号魏。刘备夺荆州

，占益州，吞汉中。221年称帝，国号汉。孙权有江东六郡，

又占岭南，袭杀关羽，夺回荆州。229年称帝，国号吴。5、

三国鼎立原因1东汉豪强势力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分裂性，改

剌史为州牧又形成拥兵自重的军阀，二者的结合成为三国鼎

立的政治原因。2中国经济重心所在的北方在长期战乱中受到

严重破坏，南方经济和西部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形成三个经

济实力相对平衡的区域。这是三国鼎立的经济基础。3军事上

吴蜀联合足以自卫，但又无力消灭强大的魏。地理形势的易

守难攻，相互割绝，使三国在军事上形成某种均衡。4统治阶

级实行的一些政策也加速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第二节 魏

蜀吴三国的政治与经济魏1、屯田制2、士家制3、田租户调

令4、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蜀1、《隆中对》2、平定南

中3、六出祁山4、夷（彝）陵之战。吴基本国策是利用蜀魏

矛盾，加强自身地位，坐保江东以观成败。1、征讨山越，客

观上有利于江南的开发。2、海上交通的发展 230年，卫温直

航夷洲。3、世袭领兵制4、复客制第三节 西晋的短暂统一及

其政治经济问题一、西晋的建立和统一来源：考试大1、司马

氏专权随着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魏国力量更加强大，三国

均势被打破，统一时机成熟。249年“高平陵之变”，魏国政



局剧变，司马氏操纵皇帝废立，控制政权。2、灭蜀和西晋建

国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兵，自立为帝，国

号晋。3、灭吴统一全国279年司马炎六路大军攻吴，次年灭

之。来源：考试大二、西晋的政治和经济1、占田制占田制一

方面鼓励开垦荒地和增加人口，对发展生产有积极作用，一

方面使士族实力急速膨胀。2、分封制八王之乱291年306年

的16年间，八个诸侯王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大混战：楚王玮

、汝南王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成都王颖、

东海王越。不仅摧残恢复不久的北方经济，激化了阶级民族

矛盾，而且自掘坟墓，使西晋迅速败亡。五胡乱华汉魏之际

西部北部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民族不断内迁，史称“

五胡”。阶级和民族矛盾交织，引发民族动乱，削弱了西晋

统治的基础。西晋灭亡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今山西离

石）起兵反晋，自立为汉王。308年称帝，都平阳（临汾）

。311年刘曜攻下洛阳。316年刘粲占领长安，晋愍帝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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