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7 课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 

  

【课标要求】  

了解中国古代以赋役征发为首要目的的户籍制度，以及有代表性

的基层管理组织；知道中国古代王朝的社会救济和优抚方面采取的重

要措施。 

【教材分析】 

本课是人教统编版选择性必修 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的最后

一个单元，本课通过三个子目（历代户籍制度演变、历代基层组织与

社会治理、历代社会救济与优抚政策）讲述了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

社会治理的演变历程。中国古代的基层治理与社会救济，侧重于政府的

主导地位，民间起辅助作用，与西方基层自治为主的治理呈现出不同的

特征。无论是户籍制度、基层组织与治理、社会救济和优抚都是建立在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的基础上。户籍制度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管理和使

用土地和人民；基层组织服务于户籍管理、催征赋役和社会治安；社会救

济和优抚是为了维护小农经济下社会生产的稳定，以国家为依托和支撑。

中国古代建立起独特的基层治理和社会救济体制。 

【教学目标】  

1.唯物史观：在世界背景下，基于不同的历史、政治、经济等基础认识

不同文明下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多样性，正确评价相应治理体制对所处

社会的影响。 

2.时空观念：引导学生认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演变的历程与特

点，学会评价户籍制度的历史作用。按时间顺序列举有代表性的基层

组织，介绍其基本功能。 

3.史料实证：概括古代王朝在社会救济和优抚方面采取的重要措施，分析

其特点和作用；通过史料研读，培养学生分析史料，研读史实的能力，

从而掌握“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历史学习方法，形成客观而全面

的历史认识，从而培育学生发现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4.历史解释：学会从不同时空、多种角度分析历代政府管理户籍的背

景；能从赋役制度与户籍制度之间的密切关系解释传统户籍制度发展与

消亡的原因。 

5.家国情怀:通过对课程内容的学习，能够认识中国古代历代王朝进

行社会治理的优秀措施以及感悟先辈的聪明智慧。  



【学情分析】 

本课面向的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经过高中一年级一学年的学习,

学生已基本掌握通史知识,具备了基本的学科素养，能够在唯物史观指导

下，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分析、认识历史，并能够从各种史料中提取有

效信息，用于新知识的理解和解释，正确认识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之间

社会治理方式的多元特点。 但由于本课内容时间跨度大(从战国时期

到清朝) , 专题性强(叙述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的演变) , 

学生对这些内容比较陌生,学起来会比较吃力。因此,需要利用有关史

料创设情境,引导学生从历史角度了解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

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演变的趋势和规

律，认识不同时期中国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的影响。  

户籍管理与现实生活关系比较密切，但高二学生对本课内容没有太

多接触，因此会既生疏，也有一定的新鲜感。本课学习有助于打通之前

较难理解的土地、赋役制度，能够获得学习成就感。 教师要尽量用文

物资料、具体案例等创设情境，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激发他们的学

习热情。  

【教学重难点】  

1. 教学重点：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和基层管理组织。 

2. 教学难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演变的特点和影响；中国古

代的户籍制度与赋役制度、基层组织的关系。 

【教学方法】 

1.史料分析法：综合运用图片与文字史料 

2.问题探究法：小组合作探究深层次问题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教师运用课件展示两张图片：武汉市百瑞景社区辛苦抗疫的社区

工作人员和村支书硬核大喇叭，然后指出抗疫斗争彰显中国力量。 

    教师：我国抗疫的成功展现了当代强大的社会基层治理能力 



我国当代社会基层治理根植于悠久的历史传统，独具特色。 

教师再次运用课件展示两张图片：古代腰牌和户口簿。户口在我

们当下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是我们每个家庭都有的，这是当下

我们国家户籍管理的方法，那么在古代是如何对户口进行管理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第 17 课。 

【讲授新课】 

教师：运用课件展示本课的学习目标和目录。 

教师自然地引入第一目内容：在古代基层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统

计人口并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以保障赋役征发。如何做到这一点依

赖于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 

任务一：梳理中国历代户籍制度的演变。 

教师简介户籍制度的含义：指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

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

和编制。其核心是对人口的占有与支配。 

教师：请同学们用三分钟的时间快速阅读本课第一子目的内容，

以时间为线索归纳古代户籍制度的演变历程，把下面表格的空白处填

写完整。（学生阅读教材，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教师引领学生掌握教

材上的基础知识，三分钟后检测学生的学习成果。） 

时期 具体史实 

战国 “为户籍相伍” 

秦  

汉 编户齐民 

西晋 重建户籍，“黄籍” 



晋至南朝 “黄籍”“白籍”“土断” 

隋、唐  

宋  

元  

明 职业定籍、黄册 

清  

 

教师运用课件展示有关户籍记载的一则史料，了解户籍一般记载

哪些内容。史料如下： 

一户傅本，七口。开封府钧州密县民，洪武三年入籍。（原系包

信县人民。）（籍贯） 

男子三口，成丁二口，（本身五十二岁，男丑儿二十岁。） 

不成丁一口。（次男小棒槌。） 

妇女四口，大二口，（妻四十二岁，男妇二十三岁。） 

小二口。（女荆双十三岁，次女昭德九岁。） （人口，是否成

年） 

事产。（瓦屋三间，南北山地二顷。） 

右户帖付傅本收执，准此。 

事产包括：田地、房屋、车船、牲畜鸡禽等。（产业，田，房屋

等） 

——《嘉禾征献录》洪武四年 

教师接着用课件展示下面三则材料: 

材料 1：商鞅还将百姓按照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单位进行编

制……凡是被编入什伍组织的在籍成年男子（自 15 岁以上起）都是

国家的后备兵源。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2：（秦朝）田租、口赋（人头税）、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汉书·食货志》 

 材料 3：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

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史记·萧相国世家》 

依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古代户籍制度的作用。 

待学生认真地思考并回答问题后，教师运用课件展示答案。（作

用：征发赋役、进行社会管理、维护社会治安。） 

合作探究 1：阅读材料 4 并根据所学，分析东晋户籍制度变化背

后的原因。 

 材料 4  东晋给予北方移民安置点一郡、县的建制，沿用其原

籍的郡名、县名，称侨郡、侨县，并任命流民中的士族担任郡守、县

令。“一时侨州至十数，侨郡至百，侨县至数百”，形成了州中有州，

县中有县的“插花地”，同一地区出现了不同行政区划，造成地名系

统的大混乱。侨人户籍称“白籍”，不算正式编户。晋成帝时下令土

断，将白籍用里伍形式重新编制，便之固定在土地上，与黄籍户一样

承担国家税役，改籍当地州郡县。许多侨州郡县也被省并。但直到隋

朝重新划定政区，大举省并州县，改州为郡，以郡统县，才根除掉侨

置州县问题。 

                          ——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待学生自主思考后，指导他们以合作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探

究，教师巡视指导。三分钟后，教师让学生展示探究成果，随后师生



根据学生展示情况予以适当的点评。 

参考答案:（1）当时南方远远落后于北方，东晋时期因人口减少，

为了招募流民进行生产，对流民给予免除赋役的优待。 

（2）户籍是政府征收赋役的主要依据，只有将南迁的人口进行

了登记，才会将其纳入以后征收赋役的范围。 

合作探究 2：阅读材料 5 并根据所学，概括宋代户籍制度改革的

背景。 

材料 5    客户（失去了独立的户籍，流亡他乡的人）在唐代已

普遍存在，宋代因“田制坏”而进一步增多。客户往往得不到法律的

保护，也不在国家的赋税征收之列，且时有“滋扰乡里”甚至“啸聚

山林”之患。宋政府对户籍制度进行了改革，将客户与主户（有田地、

家产，并承担国家赋税的有产户）均列为国家的编户齐民，给予独立

的户籍。宋代在主户和客户外还设置了特殊户籍。宋真宗年间将坊郭

户作为正式户种，包括商贾、手工业者和城内其他的居民家庭，开创

了封建城市人口管理的新方式。此外，户籍中还有兵籍。宋代规定：

“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悉归枢密院。” 

                   —— 摘编自姜婷婷《宋代户籍制度探析》 

待学生自主思考后，指导他们以合作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探

究，教师巡视指导。三分钟后，教师让学生展示探究成果，随后师生

根据学生展示情况予以适当的点评。 

参考答案如下: 

① 城市化与商品经济发展迅猛，商业税收远超农业税； 

② 征收赋税渐以田亩为主； 



③ “不抑兼并”，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 

④ 王安石变法，增加税收。 

合作探究 3：结合材料 6 与材料 7，根据所学，简要解释历代封

建统治者为何重视户籍的编订，并说明清朝停止编审户籍的原因。 

材料 6： 治平在庶功兴，庶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

民数周（查清人口数量），为国之本也。               

 —— 徐幹《中论》 

材料 7： 正是通过户籍制度，专制国家才得以控制民众的居住、

移动、财产乃至婚姻与家庭，在不同程度上掌握土地、山林等基本经

济资源，从民众手中掠夺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征发民众的劳动力资

源作为保障国家安全、扩张的军事力量，以及维系专制主义国家普遍

都有的大规模国家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维护，甚至通过户籍制度，推行

教化，宣扬专制国家最为需要的、以忠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念，从

而达到对民众在政治身份、经济地位、社会角色、文化认同等各方面

的全方位控制。 

              —— 鲁西奇《何草不黄——<汉书>断章解义》 

待学生自主思考后，指导他们以合作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探

究，教师巡视指导。三分钟后，教师让学生展示探究成果，随后师生

根据学生展示情况予以适当的点评。 

参考答案如下: 

编排户口，制定户籍关系到封建国家长治久安；历代通过户籍控

制民众，维护社会稳定；户籍还是征发赋役的主要依据，有利于封建

统治的正常运转和对外扩张；通过户籍制度，封建国家推行教化，宣



传封建伦理道德，进行全方位的控制。 

清朝由于实行摊丁入亩，政府赋役制度倾向于向土地摊派，户籍

作用削弱，只是用来登记人口，维护社会治安。 

教师：请同学们结合下表分析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特点和影响。 

 

待学生思考和回答问题后，教师予以适当点评。 

参考答案如下: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特点： 

① 户籍制度历史悠久，不断发展完善； 

② 户籍制度与赋役、行政管理制度、社会治安相结合； 

③ 对人口流动控制严格； 

④ 带有宗法伦理色彩； 

⑤ 等级特权色彩浓厚。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影响： 



⑴ 积极：  

① 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是专制政府治理百姓的有力武器；  

② 便于充分合理地征发赋役，汲取社会资源为国家服务； 

③ 有利于强化基层管理，维护社会治安和宗法等级制度；  

④ 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 

⑵ 消极： 

将百姓的活动严格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加深了传统小农经济社

会的闭塞性，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对点演练： 

1.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逐渐发展出登录全户家口的“户籍”, 户

籍中详细编录家口与土地资料，是为“编户”；将人民编进户籍、纳

入统治，身份大致平等整齐，称为“齐民”，合称为“编户齐民”。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    ) 

A．调度人力资源服务争霸战争    B．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异 

C．建立中央集权政治坚实基础    D．打击贵族势力消饵阶级差别 

2. 宋代的户籍有主户、客户之分，主户或称税户，税户者，有

常产之人也；客户则无产而侨寓者也。主户和客户各自在户籍中所占

的比重反映了当地的阶级关系，主户所占比重较大的农村地区通常

(    ) 

A．交通较为发达                           B．经济较为发达 

C．土地兼并较弱                           D．人口较为稀少 



3.《大明会典》载: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

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它还规定:若诈冒脱免

避重就轻者杖八十。明朝的这些规定意在(    ) 

A．变革元朝的户籍制度                B．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 

C．规范户籍登记与管理                D．严格限制人身自由 

教师：除户籍制度外，古代基层治理更重要的内容是相关组织与

制度的设立，其名目因时而异。现在让我们学习本课的第二目内容：

历代基层组织与社会治理。 

任务二：梳理中国历代基层组织与社会治理 

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阅读教材相关内容，以时间为线索

归纳历代基层组织与社会治理的表现，完成下面的表格。 

朝代 基层组织 社会治理 

秦汉   

唐   

北宋   

明   

清 里甲制到保甲制 —— 兼具区划和户籍管理性质的乡

里制与旨在维护社会治安的保甲制合一。 

     合作探究 4：根据材料 8，概括古代乡村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并

分析其原因。 

材料 8   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

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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