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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各朝代的建立 一 王朝更替 二 统一的十个历史朝代： 

秦、西汉、新、东汉、西晋、隋、唐、元、明、清 三 隋朝以

前统一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政权 朝代 时期 民族 人物 备注 前

秦 四世纪下半期 氏族 苻坚 北魏 439年 鲜卑族 拓拔圭 北周 鲜

卑族 四 封建社会的三个大分裂时期： 春秋战国 三国、两晋

、南北朝 五代十国、辽、宋、夏、金 五 分裂与统一的辨证关

系： 1、统一是长期的，分裂是短暂的；统一是趋势，是主

流。 2、分裂之中孕育着统一因素。 3、分裂与统一是螺旋式

的上升，不是“分久必和，和久必分”。 4、分裂、统一局

面出现的主要原因要从经济方面体现出来。 六 各朝代建立的

特点： 1、外戚建立：新、隋 2、皇族所建：东汉、东晋、南

宋 3、农民领袖建立：西汉、明 4、少数民族建立：前秦、北

魏、辽、西夏、金、元、清 5、权臣和大将所建：曹魏、西

晋、南北朝、五代更替、唐、北宋 七 历代王朝灭亡情况： 1

、被外戚所灭：西汉、北周 2、被农民起义所灭：秦、新、

隋、元、明 被农民起义瓦解：东汉、唐 3、被少数民族所灭

：西周、西晋、北宋、南宋、辽、夏、金 4、被权臣或大将

所灭：东汉、曹魏、东晋、宋、齐、梁、北魏、唐、后周 5

、被并列政权所灭：蜀、吴、东魏、西魏、北齐、陈 八 都城

概况： 1、战国七雄的都城。2、杭州：南宋。3、咸阳：战国

秦国、秦朝。4、开封：战国魏、后梁、后周、北宋。5、北

京：战国燕、金、元、明、清。6、洛阳：东周、东汉、曹魏



、西晋北魏。7、西安：西周、西汉、新、前秦、隋、唐。8

、南京：东吴、东晋、宋、齐、梁、陈 九 七次著名迁都 ① 

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康把都城从奄（山东曲阜东）迁到殷

（河南安阳西北）。 ②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从镐京

（西安）迁到洛邑（河南洛阳）。 ③ 公元317年，东晋司马

睿把都城从洛阳迁到建康（南京）。 ④ 公元494年，北魏孝

文帝从平城（大同）迁都洛阳。 公元1127年，南宋赵构把都

城从东京（开封）迁到临安（杭州）。 ⑤ 公元1421年，明政

府把都城从应天（南京）迁到北京。 ⑥ 后金夺取了辽河流域

的大片土地以后，把都城从赫图阿拉（辽宁新宾）迁到沈阳

。 ⑦ 公元1644年，清政府从沈阳迁都到北京。 十 五个少数

民族建立的政权 名称 建立时间 民族 建立者 都城 辽 916年 契

丹 耶律阿保机 上京（内蒙古巴林左旗南） 西夏 1038年 党项

族 元昊 兴庆（宁夏银川） 金 1115年 女真族 完颜阿骨打 会宁

（黑龙江阿城县南）后迁中都（北京） 元 1271年 蒙古族 忽

必烈 大都（北京） 清 1636年 满族 皇太极 沈阳（1644年迁都

北京） 第二方面 政治史 一 政治制度 1、禅让制：父系后期 

“天下为公” 民主推选 2、世袭制：夏启 “天下为家” 子继

父位或兄终弟及1912年清帝退位 3、分封制（奴隶社会）： 

西周开始 目的：为巩固奴隶主国家政权 内容：三种人：王族

、功臣、先代贵族 三件事：服从命令、贡献财物、派兵作战 

意义：巩固统治；疆域广大。 4、中央集权制（封建社会） 

（1）各时期的特点 战国： （理论） 法家韩非子的思想 秦朝

：确立 ① 规定皇帝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掌握政、经、军

大权。 ② 中央：三公 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 ③ 地方：郡

县制度，郡有郡守，县有县令。 西汉：巩固 “罢黜百家， A



：”大一统‘即’君权神授‘，天人感应 独尊儒术 B：为战

胜分裂割据提供思想理论基础 C：是新儒学（儒法并用） 隋

、唐： 完善 ① 三省六部制： 吏 中书 户 皇帝 尚书 礼 门下 兵 

刑 工 ② 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宋、元：加强 A：稍

夺其权 政、财、兵三权收归中央 宋 B：制其钱谷 削弱地方、

边疆 C：收其精兵 导致膨胀，财政困难 A：行省制度 中央：

中书省 元 B：宣政院 地方：行中书省 C：对西藏、台湾的正

式管辖 明、清：强化 A：中央：废丞相权分六部，后设内阁

；厂卫制度 明 B：地方：废行中书省，设三司 C：思想：八

股取士 A：中央：内阁、六部、军机处、理藩院 清 B：地方

：25个省级行政和内蒙古盟旗 C：思想：大兴文字狱 （2） 

行政机构的演变和趋势 ① 中央： 秦三公汉三公隋唐三省六部

元中书省明六部、内阁－－清内阁、六部、军机处 ② 地方： 

秦郡县西汉分封、郡县隋唐管地方少，造成节度使权大宋削

夺割据势力元行省明废行省设三司清25个省级行政区域 ③ 趋

势： 中央加强了对地方的管辖。 （3） 观点：如何看待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① 产生的历史根源 ⑴ 文化传统 ⑵ 经济基

础决定 ⑶ 生产力发展 ⑷ 地主阶级需要 ⑸ 有利巩固统一 ② 

特点：⑴ 皇权至高无上 ⑵ 终身世袭 ⑶ 官吏皇帝任免 ⑷ 皇帝

决策有独断性、随意性 ⑸ 皇权借助神权 ⑹ 文化专制 ⑺ 中央

和地方，君权和相权矛盾伴随始终 ⑻ 明清走向反动 ③ 影响 

积极方面：⑴ 维护统一，社会安定 ⑵ 有利经济发展 ⑶ 有利

民族交往 ⑷ 保证中外交流 ⑸ 促进科技文化进步 消极方面：

⑴ 剥削残酷 ⑵ 争夺皇权 ⑶ 政治腐败 ⑷ 思想钳制 清中后期

君主专制受到冲击；从黄宗羲资维新派资革命派 二 其他制度

1 九品中正制：曹魏设中正官，评定州郡人才，按高低分为



九品，做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后按门第高低选拔人才。

2 节度使：[1]、唐睿宗时开始建立[2]、唐玄宗前期总揽军、

政、财大权[3]、唐玄宗后期出现安史之乱[4]、安史之乱期间

和平叛之后形成藩镇割据[5]、五代十国时节度使权大，藩镇

割据继续[6]、周世宗改革为接束割据奠定基础[7]、北宋宋太

祖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8]、宋太祖、宋太宗用10年

时间结束割据 3 科举制：[1]、隋朝出现，取代魏晋南北朝的

士族制度，有利选拔人才。[2]、唐初完备进士科。[3]、明朝

更加体现专政 [4]、清朝沿用明制，顽固派坚持科举，反对西

学。 [5] 19世纪60年代后，西学高涨，新式学堂出现，要求废

除。、 [6]、戊戌变法废八股取士，改革科举制。 [7]、1905

年废科举制。 三 治乱 1、治太平 如：文景之治、光武中兴、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乱乱世 如：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

官专权、政变 四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 [1] 战国：秦国商鞅

变法（内容、作用） [2] 新：王莽改制（背景、内容、结果）

[3]北魏：孝文帝改革（背景、内容、作用） [4] 北宋：王安

石变法（时间、背景、内容、作用、失败原因） 2 从原因、

性质可划分为三类 [1] 促进一种旧社会制度向一种新的社会制

度转变的改革：商鞅变法 [2] 少数民族学习汉族文化和制度的

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 [3] 封建社会内部调整统治政策的变法

：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 3 从内容看（包括政、经、军、

文化、生活等） [1] 缓和矛盾，减轻负担有：王莽改制 [2] 兴

修水利的：王安石变法 [3] 币制改革：王莽改制 [4] 征收赋税

：王安石变法。 [5] 汉化、汉制：北魏孝文帝改革 五 古代统

治阶级重用人才的事例 1 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 2 东汉

末，曹操注意招收和提拔人才 3 东汉末，刘备“三顾茅庐”



向诸葛亮问计并重用他 4 唐初，唐太宗赞赏、重用魏征、房

玄龄、杜如晦 5 唐前期，武则天重视人才，任用贤臣 6 唐玄

宗重视官员的选用与考核，任姚崇、宋憬为相 7北宋，宋神

宗任用王安石变法 六 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 1 秦朝“焚书坑儒

” 2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3 明朝八股取士 4 清朝文字

狱等。 七 重要战争战役 序号 战役名称 时间 地点 交战双方 

结果 影响 [1] 牧野之战 [3] 楚汉战争 [4] 官渡之战 [5] 赤壁之

战 [6] 淝水之战 [7] 澶州战役 [8] 郾城之战 [9] 台州战役 [10] 雅

克萨之战 [11] 乌兰布通战役 [12] 昭莫多战役 1 从地点上看：

[1] 发生在河南：牧野、官渡、澶州、郾城之战 [2] 发生在安

徽：垓下、淝水 [3] 发生在其他地点：湖北赤壁； 浙江台州 

：前苏联雅克萨；蒙古和内蒙古乌兰布通、昭莫多 2 从结果

上看： 以少胜多的战役：巨鹿、官渡、赤壁、淝水 3 从性质

上看： [1] 朝代更替：商汤灭桀、武王伐纣 [2] 统一战争：秦

灭六国、楚汉相争、三国归晋、隋、元统一 [3] 并立政权为领

土、争霸，试图统一的战争：牧野、吴越、官渡、赤壁、淝

水。 [4] 民族间：淝水、澶州、靖康之变、郾城之战、乌兰布

通、昭莫多。 [5] 反侵略：台州、雅克萨、郑成功收复台湾。

[6] 农民战争：巨鹿之战。秦末、唐末、明末的农民起义。 4 

农民战争建立政权的：秦末张楚；唐末大齐；明末大顺、大

西 5 农民起义的特点： 秦末突发；唐末流动作战 第三方面 经

济史 一 土地制度 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 [1] 屯田制：始于西

汉，曹魏盛行；明太祖沿用 [2] 均田制：始于北魏，隋唐沿用

，唐中破坏 二 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 1 中国古代赋税的主要内

容 [1] 以人丁为依据的人头税（丁税） [2] 以户名为依据的财

产税（调） [3] 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田租） [4] 以成年男



子为依据的徭役、兵役和杂税 2、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内容 时

期 名称 内容 影响 秦 收获物的2/3 沉重 十五税一 收获物的1/15

汉 三十税一 收获物的1/30 减轻田租 北魏 租调制 租粟；调帛

或布；徭役、兵 隋唐 租庸调制 租田租，调人头税；纳绢、布

代役 保证劳动时间 唐中 两税法 按土地、财产，一年份夏秋

两季征税 改变人丁为主征税标 限制官僚、地主特权 北宋 募

役法 纳钱代役 方田均税 按亩征税 明 一条鞭法 把田税、丁税

、杂税合一，按田亩交银两，改用银两收税 清 摊丁入亩 把丁

税平摊入田赋中，统一征收地丁银，取消人丁税 3 古代赋税

制度的沿革规律 [1] 由人丁田亩 两税法 [2] 由实物货币 一条

鞭法 [3] 由不定时基本定时 两税法 [4] 由服役代役 庸 [5] 由繁

多减少 一条鞭法 [6] 随商品经济发展 重税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

的演变趋势，主要反映：一是人头税越来越少，以至最后被

取消；这说明随着历史的发展，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

越来越松弛。二是逐渐从征收实物向征收银两过度，说明商

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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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