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教案:封建社会的繁荣隋唐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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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F_B2_E6_95_99_E6_c38_60818.htm [学习目标] 1．认识隋唐

政治、经济制度的内容、作用；对比唐朝前后期统治的不同

特点和由盛转衰的原因、影响。 2．了解隋唐社会经济发展

的原因及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城市等方面的表现。 3．

了解隋唐周边少数民族的概况及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4．结

合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认识隋唐较开放的对外

政策的作用，概括对外交往的概况及特点。 5．认识隋唐文

化繁荣的原因、成就和特点。 [阶段特征] 主要线索和阶段特

征：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始于581年隋朝建立，

终于907年唐朝灭亡，历时320多年。隋文帝杨坚顺应历史发

展的趋势，代周建隋，在历时300多年的大分裂后实现了大统

一。隋炀帝杨广横征暴敛、穷兵黩武，从而造成了隋朝的短

命而亡。两朝的一治一乱，形成鲜明的对照。继隋而起的唐

朝，唐初统治者接受隋速亡的教训，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

列巩固统治和发展经济的措施，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

盛世”，历史步人良性发展的轨道。唐朝的繁盛冲昏了唐玄

宗的头脑，孕育了唐中叶的一系列变乱，使唐由盛转衰。唐

末农民战争的爆发，瓦解了唐的统治，最后被藩镇所灭。 这

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

持续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

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 [重点难点] 1、对隋朝历

史地位的认识 隋朝统治短暂，历经一治一乱（指开皇之治和



隋炀帝暴政)。二世而亡．但在我国历史上影响很大，是一个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朝代。(1)隋朝在前一时期民族融合和

南北经济发展基础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重新实现了国家

的统一。(2)隋朝在借鉴前代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改革和开创

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完善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对唐

朝及以后的历代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3)隋朝继续实行；北

魏以来的均田制，并开始部分推行以庸代役的制度，促进了

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凿的大运河，便利了南北交通．促进了

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中央对全国的控制，隋朝经济

的繁荣和国力的强盛，开启了中国中世纪的盛世局面。(4)隋

朝加强了同东突厥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发展与朝鲜半岛

上的国家、日本，东南亚各国、波斯的友好往来，对唐朝民

族关系、对外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5)由于隋炀帝的暴政激

化了阶级矛盾，隋朝 在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中覆亡，其教训为

唐初统治者接受，促进唐朝前期的繁荣。 2．历史上的突厥

和“东土耳其斯坦”问题 突厥是我国古代的游牧民族，活跃

在新疆阿尔泰山和中国北方草原一带，552年建立汗国。隋文

帝时，利用突厥的内乱，出兵打败突厥。此后，突厥分裂为

东西突厥。西突厥在隋炀帝时一度降隋，隋朝将降众迁往内

地。东突厥强大起来后，时常骚扰唐朝边疆。唐太宗时大败

东突厥，东突厥归附唐朝。西突蹶在唐初又叛乱，后被唐高

宗所灭。其后裔渐渐融人其他民族。自20世纪初以来，极端

宗教狂热分子，根据殖民主义理论，编造了一套“东突厥理

论”，鼓吹东突厥斯坦白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并错

误地称新疆为“东突厥斯坦”，还号召新疆一切信仰伊斯兰

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他们这种论



调，否认了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否认了自汉朝以来

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管辖，也不符合突厥族历史实际。自20世

纪90年代以来，新疆的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

相联合，掀起了“东突厥斯坦运动”，多次制造恐怖活动。

对这一系列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我国政府给予了坚决

打击。 3．如何认识隋朝大运河的开凿 从主观方面看，隋炀

帝开凿运河的动机包括三点：一是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对全

国的统治，二是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掠夺；三是对江南繁

华地区的巡游、由于在隋朝之前，江南经济已赶上北方，那

么，隋朝开凿运河与江南经济地位的提高是有关系的。从客

观上看，又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开凿运河必然带来沉重的

徭役负担，导致阶级矛盾激化，这也是隋朝暴政的内容之一

。另一方面，运河的开通还产生了久远而积极的影响，它成

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运河沿

岸，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对巩固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 4．秦隋的相似之处 (1)都是结束分裂实现大

统一的朝代。(2)都开创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并被后世沿用。(3)

都有一项闻名世界的伟大工程(万里长城和大运河)。(4)都因

暴政而被农民起义推翻或瓦解。(5)都是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

，(6)都为继起的封建王朝提供了教训，被迫实行宽舒政策．

出现繁荣局面， 5．唐朝三省六部制的主要职权和作用 (1)三

省，尚书省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门下

省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中书省决策机构，负责草拟和

颁发皇帝的诏令。(2)六部：吏部主管官吏的考核和任免。户

部一一主管户口、赋税等。礼部主管国家的礼仪制度。兵部

主管军政．刑部主管刑法。工部主管国家的工程建设。(3)历



史作用：①三省六部职权有分工，也有合作，相互牵制和监

督，从而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提高了行政

效率，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量。②三省分工使宰相的权力一

分为三，三省的长官大都品级较低，这就削弱了相权，加强

了皇权。③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完备，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

大变革，此后，历朝基本上沿袭这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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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