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高考历史总复习必修一必修二必修三全部重

要考点知识梳理汇编（完整版） 

知识点一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 

简约识记 

一、早期政治制度 

制度：分封制与宗法制。 

特点：周王是天下共主，地方建立诸侯国（分封制）；依据血缘的亲

疏，血缘纽带与政治关系相结合，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 

关系：分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宗法制用于巩固分封

制形成的统治秩序。 

二、中央集权制度 

1．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内容：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郡县制度。 

特点：皇权至高无上；三公九卿既配合又牵制；形成了一整套地方官

僚体系。 

作用：成为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础。 

2．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中央制度：汉代中外朝；隋唐三省六部制；宋代“二府三司”。 

地方制度：汉初郡国并行制、刺史制度；唐代节度使；宋代文臣做地

方官；元朝行省制。 

两个趋向：皇权不断加强，相权逐步衰弱；地方势力被削弱，中央集

权进一步加强。 



3．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 

举措：明朝废除丞相，设置内阁；清朝设置军机处。 

结果：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能力提升 

1．宏观把握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 

脉络：春秋战国萌芽——秦朝确立——两汉发展——隋唐完善——宋

元加强——明清强化。 

主线：地方权力逐步集中到中央，中央权力逐步集中到皇帝。 

2．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与希腊民主制度 

地理环境：大河纵横——海洋环绕 

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商品经济 

主要思想：儒家思想——人文主义 

说明：中国古代专制制度和古希腊民主制度是各自社会形态和社会经

济状况的必然产物，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不能简单比较其优劣，两

者各有其积极性和时代局限性。 

 

知识点二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简约识记 

一、古代农业经济 

经营模式：小农经济，以家庭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

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 



耕作方式：刀耕火种——石器助耕——铁犁牛耕（主要方式） 

土地制度：原始社会土地公有制——井田制（土地国有制）——封建

社会土地私有制（国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 

生产技术：精耕细作。 

地位：立国之本。在封建经济中始终占居主导地位，是封建社会统治

的基础，它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兴衰。 

二、手工业和商业 

1．手工业： 

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 

主要行业：冶金、陶瓷、纺织等。 

发展特征：规模巨大，分工细密；技术先进，工艺精湛；素称发达，

世界领先；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2．商业： 

政策：重农抑商、闭关锁国 

发展历程：商朝人善于经商（“商人”一词由此而来）——春秋战国

（官府垄断局面被打破，商品市场和大商人出现）——秦汉隋唐（重

农抑商政策；坊市严格分开，对外贸易发展）——宋元（商业经济繁

荣；坊市界限打破；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明清（城镇商业发

展；出现商帮；闭关锁国） 

特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商人社会地位低，商业发展艰

难曲折；受制于农业的发展；政府对商业的控制逐渐减弱 

三、资本主义萌芽 



1．条件：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2．实质：雇佣关系。 

3．特点：出现在少数行业和地区；发展缓慢，水平低，整个生产未

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 

4．地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新事物，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趋势。 

四．“重农抑商”与“闭关锁国” 

1．“重农抑商”： 

时间：从战国商鞅变法开始，贯穿整个封建社会。 

目的：维护封建统治基础。 

评价：前期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后期阻碍

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2．闭关锁国 

含义：对外交往的限制政策。 

根源：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 

目的：维护专制统治。 

评价：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外来侵略，维护了国家主权；

限制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 

 

能力提升 

1．三大部门的地位和关系 

中国古代文明是农耕文明，以农业为主体，手工业和商业处于补充地



位。三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农业的发展为商业和手工业生产提供

原料；手工业的发展为农业和商业提供市场和产品；商业的发展使不

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区域化和专业化

的发展。 

2．古代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比较 

经营形

态 

管理方式 产品 

流通方

式 

官营手

工业 

政府直接

经营、集

中、大作

坊 

武器军用品

和官府贵族

生活用品 

不在市

场流通 

民营手

工业 

民间私人

自主经营 

民间消费的

产品 

在市场

流通 

家庭手

工业 

农户的副

业 

供自己消费

和交纳赋税

的产品 

剩余部

分出售 

知识点三 中国古代的文化 

简约识记 

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1．主流思想：儒家思想 

2．演变轨迹 

（1）创立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仁”“礼”，创立儒



家学派；孟子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主张“性善论”，荀

子主张“礼法并施”，两人发展了孔子思想。 

（2）改造和独尊——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3）转型与成熟——宋明时期。程朱理学提出“理”，主张“存天理，

灭人欲”，进一步形成封建伦理精神。王阳明“心学”主张“心外无

理”“发明本心”。明初理学官方化，成为八股取士的唯一依据。 

（4）批判与继承——明清之际。李贽成为反理学的先驱；顾炎武、

黄宗羲、王夫之提出了“学以致用”、“工商皆本”的主张，猛烈抨击

君主专制，其实质是对儒学的反思、批判与发展，是儒学在新形势下

的新发展。 

 

二．中国古代的科技 

1．成就：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数学、天

文、医学、农学等。 

2．特点：注重实用性，并未上升到理论层面。适应农耕经济发展的

需要，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和医学等传统科技长期受到政府的重视，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没有孕育出近代科学。 

 

三．古代中国的文学艺术 

1．汉字的起源与演变 

脉络：原始的刻画符号——甲骨文、金文——小篆（秦朝）——隶书



——楷书、行书、草书。 

演变趋势：由繁到简，字形逐步规范化、稳定化。 

2．书法：楷书——开始于东汉，魏晋完善，唐代步入盛世；草书—

—起源于汉代，成熟于东晋；行书——东汉到西晋书体完全成熟。 

3．古代文学成就 

类

别 

代表性成就或人物 文学特色和地位 

诗

经 

《诗经》 现实主义风格；中国成熟诗歌形成的

标志 

楚

辞 

《离骚》和屈原 采用楚国方言，句式灵活 

汉

赋 

司马相如《子虚赋》、

张衡《二京赋》 

辞藻华美，意境清新；半诗半文的综

合性文体 

唐

诗 

李白、杜甫、白居易

等 

诗体完备，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中

国古代诗歌发展到顶峰 

宋

词 

柳永、苏轼、李清照、

辛弃疾等 

能歌能唱、长短参差，便于抒发感情；

古代词发展到顶峰 

元

曲 

关汉卿、马致远 音乐、说唱、舞蹈、表演融为一体；

元代散曲创作进入繁荣时期 

小

说 

明清四大小说 数量繁多、体裁多样、表现手法丰富；

四大小说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也是世

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4．京剧： 

形成——道光年间：徽剧和汉剧融合，兼收昆曲、秦腔等民间曲调的

唱腔、剧目和表扬方式。 

发展——同治、光绪年间。京剧走向成熟，出现“同光十三绝”。 

能力提升 

1．儒学在近现代的境遇 

（1）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同儒家传统思

想相结合，宣传维新思想。 

（2）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 “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以儒学为代

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3）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借此打倒一批老干部。 

对待儒家思想的正确的态度是：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2．文学艺术与时代的关系 

文学艺术作品时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文艺作品反映不同的时代特征，

要注意透过其外在形式，揭示其所反映的时代背景。 

 

知识点四  古代希腊和罗马 

简约识记 

1．雅典民主政治 

形成和发展：梭伦改革引上民主的轨道——克里斯提尼改革确立民主

制度——伯里克利时期发展到顶峰。 



基本特点：人民主权和轮流执政。人民主权指主权属于人民，主要表

现为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民众法庭）等机构。“轮

流执政”指管理形式，主要表现为选举制、任期制等民主运作方式。 

实质：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 

2．人文精神的起源 

（1）智者学派： 

条件：民主政治发展。 

代表人物及主张：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 

评价：树立了人的尊严和权威，体现了希腊文化的人文主义本质。 

（2）苏格拉底： 

主张：“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提出“知识即美德”的思想。 

评价：是人类精神觉醒的重要表现，使哲学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

问。 

3．罗马法 

核心内容：维护奴隶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两个标志：《十二铜表法》标志着罗马成文法诞生；《查士丁尼民法大

权》标志着罗马体系最终完成。 

三个阶段：从习惯法到成文法；从公民法到万民法；从零散到形成完

整体系。 

 

能力提升 

古代中国和希腊比较 



政治制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民主政治 

经济形态：小农经济——商品经济 

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人文主义 

 

知识点五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简约识记 

1． 开辟新航路 

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人们对黄金、香料的

强烈渴望；《马可波罗行记》的影响；商业危机；传播宗教；人文精

神的鼓舞。 

条件：葡、西王室的支持；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地理知识增加。 

两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 

三条线路：从欧洲到印度；从欧洲到美洲；环球航行。 

四个人物：迪亚士、达迦马、哥伦布和麦哲伦。 

影响：引发早期欧洲殖民扩张活动；世界市场的雏形初现，人类由相

对分散孤立的状态逐渐走向一个整体；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

资本主义的发展。 

2．殖民扩张 

主要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 

主要方式：海外贸易、海盗式掠夺、欺诈性贸易和贩卖黑奴。 

影响：（1）对西欧：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和技

术革命的到来；（2）对落后地区：带来灾难，经济停滞，与西欧的差



距逐渐拉大。（3）对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 

3．两次工业革命 

项目 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背景 前提：资本主义制度在英

国的确立 

条件：圈地运动提供劳动

力；殖民贸易和掠夺提供

资本；海外市场日益扩大 

前提：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 

条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

成；工业革命及殖民扩张提供了

大量资本；科学技术进步 

时间 18世纪 60年代以后 1870年以后 

成就 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火

车、轮船 

电力的广泛应用；汽车、飞机等 

影响 对欧美：生产力迅速发

展，人类进入“蒸汽时

代”；引起社会变革，工

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产生。 

对落后地区：逐渐被卷入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客观

上传播了先进的思想和

生产方式。 

对世界：世界市场初步形

成 

对欧美：生产力发展，人类进入

“电气时代”，生产关系调整，

垄断组织出现。 

对落后地区：沦为殖民地半殖民

地；客观上传播了先进思想和生

产方式 

对世界：欧美工业国主导的资本

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能力提升 

1．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 

阶段 推动因素 主要资

本 

主要途径 影响 

15、16世纪 新航路开

辟 

 

商业资

本 

 

欧洲殖民的

扩张和掠夺 

雏形出现 

17世纪－

18世纪中

期 

殖民扩张 市场拓展 

18世纪中

期－19世

纪中期 

工业革命 工业资

本 

商品输出 世界市场

初步形成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第二次工

业革命 

私人垄

断资本 

瓜分世界；

资本输出 

 

最终形成 

 

知识点六  近代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 

简约识记 

  

1．英国君主立宪制 

确立标志：1689 年《权利法案》颁布 



含义：君主权利受到宪法的制约，议会掌握国家实权。 

发展：内阁制度形成、两党制出现、1832 年议会改革。 

2．美国总统共和制 

确立标志：1787 年宪法 

理论依据：启蒙思想 

三大原则：联邦制原则；分权制衡原则；民主原则 

三大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意义：在一个大国创立了共和制度，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3．法国总统共和制 

确立标志：1875 年宪法 

一项制度：共和制度 

两大权力：行政权和立法权 

运作方式：总统、总理、议会 

4．德意志君主立宪制 

确立标志：1871 年宪法 

政体：君主立宪制 

特点：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 

权力中心：皇帝和宰相 

 

能力提升 

英、美、法、德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比较 

项目 英国君主立 美国总统制 法国总统制 德国君主立



宪制 宪制 

国

家

元

首 

 

 

名称 国王 总统 总统 皇帝 

产生方

式 

世袭 选民间接选出 参众两院联席会

议选出 

世袭 

任期 终身 每届四年，连任

不得超过两届 

每届七年，可连

选连任 

终身 

权力 统而不治 行政权 行政权 行政、立法、

军事 

政

府 

 

 

首 脑 名

称 

首相 总统 总统 宰相 

产 生 方

式 

首相组阁 总统提名，国会

批准 

总统任命 皇帝任命 

权 力 中

心 

议会 总统 总统 皇帝 

政 府 与

议 会 关

系 

政府对议会

负责 

不对议会负责 对议会负责，可

解散众议院 

议会和宰相

对皇帝负责 

立法机构 议会 国会 议会 议会 

 

 

知识点七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简约识记 



  

一、理论：马克思主义诞生 

一个标志：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 

两个人物：马克思、恩格斯 

三个来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意志古典哲学、英法空想社会主

义。 

四个内容：肯定阶级斗争在推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阐明社会发

展规律；揭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号召无产阶级联合。 

意义：马克思主义诞生，社会主义运动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更加蓬

勃发展起来。 

 

二、实践——巴黎公社 

两个措施——废除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际机器，公职

人员选举产生；社会经济方面，没收逃亡资本家的工厂交给工人合作

社管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两个失败原因：主观——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没有同外省革命者取

得联系，没有发动农民；客观——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发展时期，无

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不成熟（根本原因） 

两大经验：坚持暴力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两个教训：必须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领导；必须

巩固工农联盟，争取广大农民支持。 

 



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十月革命 

一个人物：列宁  

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三大文件：《四月提纲》《和平法令》《土地法令》 

四个事件：二月革命、“七月事件”、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全俄工兵代

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意义：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

论变成现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局面；

给各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指明了方向。 

 

能力提升：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扩展 

诞生：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 

实践：1871 年巴黎公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现实：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扩展：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取得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根源。 

知识点八   近代西方三大思想解放运动 

简约识记 

1．文艺复兴 

实质：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 

核心：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

和尊严。 



代表：但丁《神曲》、卜迦丘《十日谈》、彼特拉克（人文主义之父）、

莎士比亚等。 

影响：解放了思想，天主教的权威受到挑战；推动了文学、艺术和科

学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解除了精神枷锁。 

2．宗教改革 

内容：1517 年，马丁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拉开了宗教改革的

序幕。主张“因信称义”“信仰得救”。 

影响：新教产生；解放了思想，人文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3．启蒙运动 

性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核心：理性主义。 

内容：民主、科学、自由、平等。 

代表人物：伏尔泰——提倡天赋人权，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 

          卢梭——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 

          康德——人不是工具。 

作用：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击了欧洲封建专制统治；为法国

大革命作了理论准备；鼓舞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成为人

们追求解放的思想武器。 

 

能力提升 



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 

起源：公元前 5 世纪中叶的古希腊智者运动，这是人文主义的起源。 

复兴：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使长期被禁锢的人性得到解

放。 

发展：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使宗教从教皇和教会的独裁统治下解放出

来，奠定了今天西方宗教的解本格局。 

成熟：17——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丰富和发展了人文精神的内涵，

把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斗争推进到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理

性王国”、按照资产阶级利益构建政治制度的高度，比文艺复兴更彻

底，具有鲜明的政治革命性质。至此，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发展到了

成熟阶段。 

 

知识点九    列强侵华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 

简约识记 

一．1840 年至 1900 年列强侵华与不平等条约 

四次战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

争 

五大条约：《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

条约》 

两个阶段：商品输出阶段、资本输出阶段（以 1895 年《马关条约》

为界）。 

结果：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影响：（1）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造成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阻碍

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2）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促使

中国由农耕文明时代向工业文明时代过渡。 

二．1840 年到 1900 年中国军民的反抗斗争和辛亥革命 

1．反抗斗争 

主线：在抗争中探索救国救民道路 

三大阶级的抗争与探索 

 

         领域 

阶级 

军事 

 

经济 

 

政治 

 

地 主

阶级 

 

 

抵抗派 师夷长技以制

夷 

  

洋务派 创办近代海军 求富，创办近

代企业 

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 

农 民

阶级 

 

 

太平天国

运动 

武装斗争 

 

《天朝田亩制度》（绝对平均主

义） 

《资政新篇》（发展资本主义） 

义和团运

动 

武装斗争  扶清灭洋 

资 产

阶级 

维新派  发展资本主义 实行君主立宪

制 

 



2．辛亥革命 

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指导思想：三民主义 

五个第一：兴中会是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是第一个资产

阶级革命政党；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

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辛亥革命完成了

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巨变。 

结果：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从根

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1．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1）五四运动 

性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两个阶段：5 月 4 日到 6 月初，中心在北京，主力是学生；6 月 5 日

起，中心在上海，主力是工人阶级。 

特点：彻底性和广泛的群众性。 

五四精神：爱国主义、民主和科学、思想解放 

意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2）中国共产党成立 

标志：中共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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