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疑顺序及所需资料

Ø疑难知识点解析

                            ——课本、笔记本

Ø课时作业答疑
                                    ——课时作业练习题（纸质版）

Ø高考真题答疑
                                    ——真题（纸质版）



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第1课



一、疑难点理解

“家天下”、“宗法制”、“家国同构”这几个词有何联系？

• “公天下”（部落首领选贤举能）；“家天下”指夏朝开始王位在一家一
姓传承；因此王位世袭制就是从公天下到家天下；

• 宗法制：是权力、财产继承以血缘为纽带，区别尊卑，所以特点是嫡长子
继承；

• 家国同构：是指家庭伦理关系（长幼尊卑）应用到国家政治上（等级）。



嫡长子

余嫡子及庶子

小宗

小宗

小宗

大宗
(宗主)

大宗

士

大宗

天子

庶

小宗

诸侯

大宗

《》



6.(2018·吉林调研，24)周文王的苑囿是对公众开放的，人们可以在里面采集薪草，捕猎野兽；

而齐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的苑囿是完全封闭的。这种差异说明

A.齐宣王比周文王更具有势力

B.君主不断加强对公田的垄断

C.对平民的剥削方式发生变化

D.国家君主的权威不断地强化

问：从开放到封闭如何体现权力的上升？

首先要先理解什么是苑囿，苑囿是古代畜养禽兽供帝王玩乐的园林。西周时期王权尚未实现高
度集中，周天子的苑囿也相对开放，距离民众较近；战国时期，中央集权逐渐加强，君主的权
力也随之不断强化，齐宣王（注意题目里面的时间，结合时间可知是战国时期的，联想西周黑
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就有答题思路了）是战国时期的国君，苑囿封闭程度随之加强，因此从
开放到封闭，体现要显示君王的独尊性，体现了君王的权力不断上升。

二、课时作业答疑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中国古
代的朝代顺序吗？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半。
春秋与战国，一统秦两汉。
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
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王朝至此完。



   夏：约前2070年——前1600年
   商：约前1600——前1046
西周：前1046——前771
春秋：前770——前476
战国：前475——前221
    秦：前221——前207
西汉：前202年——公元9年
东汉：公元25年——220年
三国：220——280
西晋：266——316
东晋：317——420

南朝：420——589
北朝：439——581
隋：581——618
唐：618——907
五代：907——960
北宋：960——1127
南宋：1127——1276
元：1271——1368
明：1368——1644
清：1636——1912



（2018·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24）据《史记》记载，商汤见野外有人捕猎鸟兽，张设的
罗网四面密实，认为这样便将鸟兽杀绝了，“乃去其三面”，因此获得诸侯的拥护，最终
推翻夏桀，创立商朝。这一记载意在说明(　　)

    A．商汤成功缘于他的仁德之心         

    B．捕猎是夏商时主要经济活动

    C．商朝已经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D．资源争夺是夏商更替的主因  

问：D选项为什么不能选？ 材料哪里看出仁德？

答：题干提到的是商汤的举动与夏商更替的关系，而不是资源争夺，题目里面没有提到资
源争夺的问题，所以D选项不符合题意。

商汤认为野外捕鸟之人设的四面密实式的网会将鸟兽杀绝，所以采取了“去其三面”的做
法，这表面看是对鸟兽的仁慈，不赶尽杀绝，实际上《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有意说明商汤
能够建立商朝使其仁德的结果。对鸟兽仁慈，不赶尽杀绝，体现了仁德。

三、真题答疑



（2013·广东高考·12）战国以前，“百姓”是对贵族的总称；战国以后，“百姓”成为
民众的通称。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分封制的加强           B．宗法制的衰落

   C．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D．井田制的推行

问：材料哪里体现了B？

答：注意时间点”战国”前后，排除C（百家争鸣春秋出现）、D（战国井田制已逐步崩
溃，向土地私有过渡’；从“百姓”指代对象从贵族（西周时获分封的贵族才有姓）变为
平民，说明等级制、宗法制瓦解衰落，排除A，选B。



（2013·全国新课标卷I高考·24）在周代分封制下，墓葬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考古显示，战国时
期，秦国地区君王墓葬规模宏大，其余墓葬无明显等级差别；在经济发达的东方六国地区，君王、
卿大夫、士的墓葬等级差别明显。这表明(　　) 

    A．经济发展是分封制度得以维系的关键

    B．分封制中的等级规定凸显了君主集权

    C．秦国率先消除分封体制走向集权统治

    D．东方六国仍严格遵行西周的分封制度

问：材料怎么体现秦的集权统治？

答：重点看材料“战国时期，秦国地区君王墓葬规模宏大，其余墓葬无明显等级差别；在经济发
达的东方六国地区，君王、卿大夫、士的墓葬等级差别明显。”东方六国地区，不同等级的人墓
葬等级差别明显，这是继承西周时期分封制的体现，分封制之下层层分封、等级森严。然而在分
封制之下，天子虽然是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对地方的控制能力相当有限，因而西周时期和春秋战
国时期，各国国君实际上并没有实现集权统治。然而材料中提到秦国君王墓葬规模最大，其它的
官员墓葬没有明显等级差别，在这里就明显体现了国君的独尊地位，这是集权统治的表现。



第2课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一、疑难点理解

1.问：君主专制和专制主义的区别是什么？

Ø君主专制是指国家完全由君主控制，君主的话就是法律，君主
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违抗。

Ø专制主义，是指某个人或者某个阶层对国家或者其他人或其他
阶层的控制，可能有君主也可能没有君主。 

所以从广义上讲，君主专制应该从属于专制主义，即专制主义包
含了君主专制。



2.问：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否是同一个概念？

答：不是同一个概念。因为君主专制≠专制主义，解释如上面第1问。需要特别注
意的是，课本里面使用的规范表述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是一个专有
名词，所以一定要注意规范表述，不能随意更换词语顺序，这是易错点。



3. 问：官僚制度对古代中国的政经文有什么影响？
答：这个问题过大，无法一一赘述。需要知道的是在第一单元里面，主要学习四套政
治制度：中央官制（如三公九卿、内外朝制度、三省六部制等）、地方管理制度（如
分封制、郡县制、郡国并行制、行省制等）、选官用人制度（如世卿世禄制、察举制
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监察制度，四套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关
联的。官僚制度是中央官制和地方管理制度能够高效运作的重要保障，提供了人才基
础，是政治生活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泉州高考适应性练习二)战国后期，苏秦被任命为纵约长(合纵联盟的联盟长)，并且担任

燕、赵、韩、魏、齐、楚六国相，同时佩戴六国相印。这反映了

A.中国实现局部统一的趋势                   B.分封制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C.官僚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                   D.社会转型改变传统用人观

问：西周到战国后期发生的社会转型是什么意思？

答：是指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所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期。

二、课时作业答疑



(2017·天津和平一模，1)秦统一后，“废封建，立郡县”，确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但历代皇
帝“分王子弟，以为屏藩”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清朝。这一现象说明

A.分王子弟是封建专制的体现                   B.宗法体系是中央集权的基础

C.分封制有利于政权的稳定                     D.周代制度在后代得以延续

问：封建专制的体现是什么？

答：秦统一之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皇权至上，虽然实行了中央集权，但有时皇
帝仍然“分王子弟，以为屏藩”，这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维护皇帝的专制特权，所以
体现了皇权专制，选A。

问：一直不理解分封制是否有利于政权稳定？ 
答：存在即合理。分封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是有利于政权稳定的。西周存在了275年。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能延续200年以上，制度必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反之，存在时间短暂，
或出现大的社会动乱，制度缺陷也一定会暴露无遗。宗法分封制造成人们社会地位的等级序列，
按照现代人的想法，这是非常僵化的制度。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有压迫就必然有反抗，造反
必定会层出不穷。但是，除了向周边部族征战，西周内部很少发展战争或动乱，到第10任天子
周厉王时发生的“国人暴动”，西周已经基本稳定了200余年。西周是统一局面下实行地方分
权，诸侯掌握着地方的军事和财政，但至少200年还没有一个诸侯搞分裂。



(2017·周口高三期末，2)有学者认为，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既是对前代政治制度的否定，
又是对前代政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这里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

A.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                   B.皇帝制度与公卿制度相互制约

C.郡县制与封国制的有机统一                   D.皇位继承与家天下的政治原则

问：D选项说继承发展家天下，但秦朝官僚政治不是公天下吗？

答：秦朝官僚政治确实体现了“公天下”的原则，
但是皇位世袭、最高权力私有则体现了“家天下”
的原则。所以要谨记，不是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
期只有“家天下”，也不是封建社会只有“公天下”
的。请看下面“家天下”与“公天下”在不同时期
的表现。



(2017·宜宾高三第一学期期中，24)秦汉时期郡守作为中央代表，限于外郡人，在一郡之中享有
全权处置且不受任何阻碍的权力。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秦汉时期郡守多由中央官员充任            B.秦汉郡守享有任命郡内各级官员的权力

C.对郡守的限制和放权巩固了统治            D.郡守权力过大导致汉代地方分裂割据

问：B项为何不能选？（“在一郡之中享有全权......的权力”这句不能体现B项吗？）

答：秦朝开始，郡县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命，因而B项不符合事实。这个知识点课本里面有说到，
请看课本。



问：郡守限于外县人和对郡守的放权是如何体现巩固了统治？

郡守由外县人担任、有任期制、只有俸禄、没有封地，任期一到则需要调任到其它地
方任职，这样可以避免官员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来发展自己的势力、避免地方割据势
力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

中国疆域辽阔，行政管理范围较大，中央在将地方的权力集中的同时，为了对地方实
行有效的管理，会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官员，这样是为了方便管理，中央将通知和
权力层层下达给地方，地方则需要层层上报，形成一套垂直管理系统，因而有益于高
效运作，巩固统治。



问：什么是垂直管理？
分封制之下，周天子虽然是天下共主，但是权力有限，他可以要求诸侯履行一定的义务，对于诸侯
封地内部的事务，周天子有一定的过问权力，但是他的权力无法渗透至最基层，所以我们说西周时
期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但是郡县制之下，皇帝的命令可以通过中央官员、地方官员，层层下
达到地方，地方的事务如果需要汇报或申请，可以自下而上层层上报。这样，从中央到地方，或者
从地方到中央就形成了一种垂直管理系统。



第3讲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一、疑难点理解
行省制的设置是如何有利于中央集权的？行省长官是中央官员，为什么就会防
止地方割据呢？

答：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1.

2.行省长官是中央官员，不是地方官员，行使权力的时候受中央的节制。



ppt行省制与郡县制区分知识点中：什么是分区统治？

郡县制是直线统治，最直观的的是中央对地方县一级有直接控制权，秦汉为例，县令县长
由中央任命，郡守对县一级的权威没有非常大，虽然有上下级关系，但是不代表县令必须
服从郡里领导，县级可以直接与中央产生联系。

行省制度是中央对省一级的控制，而县一级由省级控制，中央基本很少会直接对县级进行
管控，县级也很难直接与中央产生联系。即所谓的分区统治，省级机构在本地区具有很大
自主权。



(2018·湖南长郡中学高三模拟，26)在唐代，政务裁决机制出现了由以奏抄为主向以奏状为主的

转变。政务多由宰相汇总以中书门下的名义直接向皇帝申奏，门下省属官给事中的职掌也随之

从以审读奏抄为主转变为以封还制敕为主。这一转变

A.导致了三省合作体制名存实亡           B.有利于避免政务决策严重失误

C.强化了谏官纠正宰相过失能力           D.助长了权臣专政乱政贪腐风险

问：政务裁决改为奏状是怎么防止政务裁决失误的？

答：奏抄，文书名。唐代门下省上行公文之一,用以支度国用、授六品以下官,断流以下罪及除免
官。奏状，又称状启。在汉代后使用范围日益扩大，凡察举官吏、向皇帝条列其功罪才能等均
用之。作为奏疏文种名称，使用到宋代。

本题的解题关键是理解“门下省属官给事中的职掌也随之从以审读奏抄为主转变为以封还制敕
为主”这句话，封还制敕实际上体现了门下省的封驳权。门下省专任此职的门下侍郎、给事中
等官员，均有规谏皇帝、封驳要政之权。封驳、审核权的行使，有利于避免皇帝决策的失误。

二、课时作业答疑



（2015·浙江高考·15）下列地方行政区划级别最低的是(　　)

    A．汉代益州郡       B．唐代扬州    

    C．宋代扬州         D．元代顺宁府

问：怎么区分题目中的行政区级别？

答：汉唐宋地方都是实行郡县制，

汉朝郡县二级管理，益州郡是一级行政机构；

唐朝（道一州一县）和宋（路一州一县）三级管理，因此唐宋州是二级行政区。

元朝实行行省制，下辖“路一府一州一县”，因此府是三级行政区。D项符合题意。

三、真题答疑



（2014·天津高考·1）从秦至清的两千多年中，许多皇帝或由于年幼庸弱，或由于当时形势和力
量对比的变化，因而受制于母后、外戚、宦官、权臣、地方割据势力等，导致权力的萎缩或丧失，
这种现象实质上是(　　)

    A．君主专制被颠覆             B．中央集权体制遭到破坏

    C．君权至上的后果   D．君主权力受到制约

问：困惑于C和D之间

答：皇帝权力的萎缩或丧失，实际上是君主专制的变式，君权转移到了母后、外戚、宦官、权臣、
地方割据势力的手中，君主专制没有被颠覆，所以A错误。

秦至清君权不断加强，排除D。

皇帝权力的萎缩或丧失，表面上君主权力受到了制约，但两千多年中无法杜绝，最根本的原因在
于君权至上，君权缺乏监督控制，这也是君主专制的弊端之一，故C正确。



14.(2017·威海二模，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下表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演变简表。

时
期

录取数量或方式 考试内容 考试程序

唐
代

进士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
二

诗赋、儒家经典、法律、文字
书法、算学等

武则天时，初设殿试，但未形成定制

宋
代

录取名额大量增加
儒家经典为主，儒家经典可依
据多种注疏

考试分解试、省试、殿试三级；殿试成为
定制，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

明
代

开始实行“南北榜”，即
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
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
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
加殿试

命题范围只限于四书五经，答
卷只能以朱熹的注释为主

士人需先入地方学校为生员或入国子监为
监生，再通过乡试、会试、殿试而入仕

结合材料与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自行拟定一
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
有史实依据)。

解题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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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题可以细分为很多种类型，但解题基本都是按以下几个步骤，如下图。



论述题答题格式：

返回



示例1：
论题：科举制度与君主专制的强化。
阐述/论述：君主专制的强化使科举考试的录取数量、考试内容、考试程序发生了变
                   化。（总述）科举取士的数量越来越多，封建统治基础不断扩大（录取数
                   量）；科举考试内容由多元到以儒学为主，再到只限于四书五经，且以朱
                   熹的注释为准，表明儒学思想已成为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考试内容）；
                   科举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殿试逐渐成为定制，且由皇帝直接掌握（考试程
                   序）。
总结：上述史实表明科举考试的变化体现了君主专制的加强。

14.(2017·威海二模，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下表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演变简表。

时
期

录取数量或方式 考试内容 考试程序

唐
代

进士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
二

诗赋、儒家经典、法律、文字
书法、算学等

武则天时，初设殿试，但未形成定制

宋
代

录取名额大量增加
儒家经典为主，儒家经典可依
据多种注疏

考试分解试、省试、殿试三级；殿试成为
定制，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

明
代

开始实行“南北榜”，即
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
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
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
加殿试

命题范围只限于四书五经，答
卷只能以朱熹的注释为主

士人需先入地方学校为生员或入国子监为
监生，再通过乡试、会试、殿试而入仕



示例2：
论题：科举制度与经济重心南移。
阐述/论述：经济重心的南移导致科举考试录取数量和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唐中后期
                   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加快，南宋时期南方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经济重
                   心南移带来了文化中心的南移，南方文教事业昌盛。科举考试中，南方
                   士子占优势，明代为平息北方士人情绪，实行“南北榜”。
总结：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14.(2017·威海二模，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下表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演变简表。

时
期

录取数量或方式 考试内容 考试程序

唐
代

进士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
二

诗赋、儒家经典、法律、文字
书法、算学等

武则天时，初设殿试，但未形成定制

宋
代

录取名额大量增加
儒家经典为主，儒家经典可依
据多种注疏

考试分解试、省试、殿试三级；殿试成为
定制，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

明
代

开始实行“南北榜”，即
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
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
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
加殿试

命题范围只限于四书五经，答
卷只能以朱熹的注释为主

士人需先入地方学校为生员或入国子监为
监生，再通过乡试、会试、殿试而入仕



示例3：
论题：科举制度与儒学的发展。
阐述/论述：自唐代到明代，儒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日益突显（考试内容）。
                   唐代，儒学作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
                   宋明理学 以儒家纲常约束人们的思想，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
                   但可依据多种注疏；明代四书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答卷
                   只能以朱熹的注释为准。由于内容和形式的程式化，不能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变革，从而使儒家思想文化日益地僵化没落。
总结：上述史实表明，科举制度考试内容的变化与儒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时
期

录取数量或方式 考试内容 考试程序

唐
代

进士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
二

诗赋、儒家经典、法律、文字
书法、算学等

武则天时，初设殿试，但未形成定制

宋
代

录取名额大量增加
儒家经典为主，儒家经典可依
据多种注疏

考试分解试、省试、殿试三级；殿试成为
定制，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

明
代

开始实行“南北榜”，即
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
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
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
加殿试

命题范围只限于四书五经，答
卷只能以朱熹的注释为主

士人需先入地方学校为生员或入国子监为
监生，再通过乡试、会试、殿试而入仕





4.（2014·安徽高考·37）（28分）阅读材料 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  有学者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
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
展开。这四个基础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撑起中央集权的“大厦”，历经上千年
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图示如下：

（2）结合所学知识，论述制度创新对王朝盛衰的影响。（16分）（要求：联系中国封建
王朝盛衰的史实；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有理即可。）

  

      

郡
县
制
度

尊
儒
制
度

科
举
制
度

  

国
有
专
营
制
度

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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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答案如下：

示例1

观点：制度创新有利于王朝的强盛。

论述：汉代政治上中央设尚书令消弱相权；推恩令消弱了王国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政治）

          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打击了地方商贾势力。（经济）文化方面设太学，郡学，推行儒

          家思想。（文化）以上制度创新使得汉武帝时西汉最强大。（论述的时候记得要用具体

          史实，表述要规范，语句要通顺，不能泛泛而谈。）

结论：以上史实可以说明，制度创新能加强统治，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王朝的强盛。

（也可以唐代为例：政治：三省六部制加强了皇权，科举制选拔了人材；经济：均田制促进了
经济发展；文化：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三教并行促进文化繁荣。结果先后出现贞观之治、开
元盛世的局面）



示例2

观点：僵化的制度导致王朝衰弱。

论述：明清时期政治方面废宰相权分六部，设内阁，军机处，强化皇权导致社会腐败。（政治）

          经济上重农抑商，实行国有专营制度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经济）文化上推行僵化的八

          股取士，不利于科技的创新。（文化）总之，导致明清时期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

结论：制度建设应当与时俱进，僵化的制度会制约王朝发展，从而导致王朝衰弱。



14.(2018·山西康杰中学模拟)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很多现代中国的作者，称之为“封建社会”，并且以此将它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相比拟，其结果总是尴尬。欧洲之feudal system被称为feudalism起源于法
国大革命之后，当日作者以此名词综合叙述中世纪一般政治及社会特征，并未赋予
历史上的意义……征之中国传统文献，“封建”也与“郡县”相对，所以将汉唐宋
明清的大帝国、中央集权、文人执政、土地可以买卖、社会流动性大的郡县制度称
为封建，更比拟为欧洲的feudal system，就是把写历史的大前提弄错了。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

概括材料中作者的观点，并对该观点进行简要论证。(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

观点：称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为“封建社会”是不恰当的。
论证：封建社会是对欧洲中世纪社会形态的一种概括。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更类似于实行分封
制的西周时期，即没有形成君主专制制度，君主没有绝对的统治权；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故“分封制”通常也被表述为“封建制”。秦汉以来，随着三公九
卿、郡县制等一系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实行，君权日益得到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逐
渐加强。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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