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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五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



主题要素概览

梳理教材 突破考点

真题再现 精抓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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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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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联系

中国

政治：国家统一，政局相对稳定；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等制度创新对后世国
家治理影响深远。
经济：空前繁荣，出现盛世局面；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文化：全面繁荣，领先世界；多元开放，兼收并蓄。
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开明，民族交融进一步加强。
对外关系：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世界
7世纪，日本通过向中国学习和推行大化改新，使社会政治经济获得发展。
7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推动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和阿拉伯国
家的建立。8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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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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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教材 突破考点
                     隋朝的统一 开通大运河 开创科举取士制度 隋朝的灭亡 

·国家统一 热门问题

2022版课标：通过了解隋朝的兴亡，知道隋朝速亡的原因；了解科举制创建、大运

河开通等史事，认识隋王朝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常考角度】隋朝的兴亡。科举制创建及作用。大运河开通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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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统一（七下P2~3）

建立 581年，杨坚（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

统一 589年，隋文帝灭掉陈朝，统一全国

意义
结束了自西晋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顺应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

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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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大运河（七下P3）

开通者 隋炀帝

目的 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大运河
的规模

一心，两点 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

共分四段
（从北到南）

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

连接五大水系
（从北到南）

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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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全长2 700多千米，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评价

积极影响（
意义）

（1）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
交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2）隋朝大运河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体现了我国
劳动人民的勤劳和创造力，是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

消极影响

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给劳动人民带来沉重
的负担，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隋亡的根本原因是隋朝的暴政，大运河的开凿并不能
根本上导致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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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大运河（七下P3）

开凿大运河
的有利条件

（1）隋朝时，国家统一，使隋炀帝有征发几百万人的可能性。
（2）隋文帝统治时期，国家经济繁荣，使隋炀帝具备了开通大运河
的经济实力。（隋朝前期，经济发达，国家实力增强，为大运河的开
凿提供了经济保障）
（3）利用已有的天然河道和古运河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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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精选·图文学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时空观念】“一心”：以洛阳为中心。“两点”：北抵涿郡（在今北京，起点），南
至余杭（在今杭州，终点）。“四段”：自北向南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
河四段。“五水”：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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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科举取士制度（七下P3）

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吏的选拔权由上层权贵垄断，选官看重门第，不太
注重才能

过程
（1）隋文帝：初步建立起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
（2）隋炀帝：创立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确立

意义
加强了皇帝在选官和用人上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扩大了官吏选拔
的范围，使有才学的人能够由此参政；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推动了
教育的发展；成为历朝选拔官吏的主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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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灭亡（七下P4）

根本原因 隋炀帝的残暴统治，致使社会矛盾激化

灭亡标志 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叛军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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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错点拨】

隋朝与秦朝的相似之处

（1）都结束了长期分裂局面,完成统一。

（2）都是短命王朝,二世而亡。

（3）都留下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制度和工程。如秦朝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度,修筑的

万里长城;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和三省六部制,开凿的隋朝大运河。

（4）都因暴政引发农民起义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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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贯通】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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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的建立 “贞观之治” 女皇帝武则天 “开元盛世” 

·繁荣 ·开放 热门问题

2022版课标：通过了解“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知道唐朝兴盛的原因。

【常考角度】“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唐朝兴盛的原因、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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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建立（七下P6）

建立 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二代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年号“贞观”
“贞观之治” 女皇帝武则天 “开元盛世”（七下P6~10）

皇帝 唐太宗 武则天 唐玄宗

形成
局面

“贞观之治” “贞观遗风” “开元盛世”



返回至目录

主题五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

治国
举措

（1）政治：①进一步完善三省
六部制；②制定法律，减省刑
罚；③增加科举考试科目，鼓励
士人报考，进士科逐渐成为最重
要的科目；④严格考察各级官吏
的政绩。
（2）经济：减轻人民的劳役负
担，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1）打击敌对的官僚
贵族。
（2）大力发展科举
制，创立殿试制度。
（3）继续推行贞观以
来减轻人民负担的政
策和措施，重视发展
生产

（1）整顿吏治，
裁减冗员。
（2）发展经济，
改革税制。
（3）注重文教，
编修经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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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贯通】

中国古代的盛世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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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延伸】

三省六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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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释】

通过总结上述唐朝出现的盛世局面，你认为要使国家强盛，其中哪些做法值得借鉴？

（1）统治者必须正确认识人民力量的伟大。

（2）清明的政治、安定的社会环境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必要前提。

（3）统治者要励精图治、关注民生。

（4）统治者要重视人才培养。

（5）统治者要坚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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