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的国家制度与社
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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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融
合专题：  



准备：教材、笔记本、教辅、默写纸、双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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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央中枢权力机构、地方制度）的演变（时空）、
规律。
2、中国古代的变法和改革的表现、措施、特点和结果、影响
3、中国古代官员的选拔制度与管理制度的演变、规律、特点和影响
4、中国古代的法治的内容、特点与传统教化的内容和特点
5、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及政府对边疆的治理
6、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表现、特点
7、中国古代的货币演变趋势
8、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及演变趋势规律
9、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的演变、特点
10、中国古代社会救济与优抚政策的演变、特点



时空主题一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奠基
                            ——（先秦史：170万年前—公元前2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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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远古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政　
治

主干知识整合：（学生自己梳理，落实）

1.从部落到
国家；
2.部落联盟
首领的继承
实行禅让制

1.王位世袭
制代替禅让
制；
2.内外服制
→以宗法制
为基础的分
封制；
3.世官（世
卿世禄）制

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
1.周室衰微，国家分裂，诸侯割据纷争；
2.华夏认同与民族交融。战国后期，封建国
家的分裂中孕育了统一的因素；
3.宗法分封制逐渐崩溃瓦解，君主专制中央
集权制初步建立；
4.人才选用：养士制，荐举、功劳制；
5.改革变法蔚为潮流，法家思想成为各国治
政的思想武器



归纳比较、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

1．先秦时期的贵族政治是建立在分封制和宗法制以及世卿世禄制基础之上
的，由贵族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

2．官僚政治是建立在官吏的选拔和任命基础之上，按照职能和职位分工、
分层管理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央或地方行政权力体系，包括有关官僚机构的组
织运作与官僚的活动及一套完整的制度规定。

3．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官僚制取代贵族制，地缘政治组织取代血缘政治组
织，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和国家管理方式及政治体制由此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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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山东卷.2）.西周时期，诸侯国在奉行周礼的同时，多尊重当地原有的风俗；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变革礼制，移风易俗，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诸侯国转变做法主
要是为了
A.重构统治秩序              B.限制贵族特权
C.以德行教化民众           D.打破宗法血缘关系
 

山东真题视角

命题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

 

A

2、(2014山东卷.13)．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私学，学生来自士农工商各阶层。
这一做法(　　)

A．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特权         B．瓦解了宗法分封制度
C．动摇了周王室的统治基础           D．适应了诸侯争霸战

争的需要
 

A
命题点：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



【解读】

●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特征。在中华文明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各主要文化区整体上呈现
出百花齐放、多元并进的局面，随着各地区之间交流日益密切，中原地区开始呈现出汇聚周围地
区先进文化因素并率先发展的趋势。逐渐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化格局。春秋战国时
期。华夏（中原文化）作为政治文化实体被周边民族认同，各族同源同祖观念）、文化认同（儒
家文化、礼乐文明）、制度认同（汉制））、民族交融多元聚为一体，一体容纳多元。“多元一
体”既体现了充分尊重多元，坚持平等和谐，又凸显了高度认同一体，不断同心聚力。

● 多元一体：中国境内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有独立性，同时又有相似性，汇集成一个主体。

● 考试中有两种情况：

● ①新石器时期的多种文化遗迹，彼此之间交流频繁，带有对方的文化因素。②中国境内各个少数
民族各有特色，互相交流，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世界古代史不同文明只能用“多元”，不能用
“一体”。美国也具有多元一体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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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
 多元：中华文明具有多元性。一体：民族、文化的内聚性 

理解
突破



 2、华夏认同

●华夏（中原文化）作为政治文化实体被周边民族认同，各族同源同祖观念）
、文化认同（儒家文化、礼乐文明）、制度认同（汉制））、民族交融多
元聚为一体，一体容纳多元。

志存高远  胸怀天下

【解读】华夏一词，本义是指衣冠华美又重礼仪，后来作为古代居住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先

人为区别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自称，又称中华。春秋时期，中原各国自称“华

夏”，在频繁往来和密切联系中，这些民族产生了华夏认同观念。战国时期，戎狄蛮夷逐渐

融入华夏族，初步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共同的血缘认同、文化认同。华夏族更加稳定，分

布更为广泛，秦汉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初步形成。“多元一体”既

体现了充分尊重多元，坚持平等和谐，又凸显了高度认同一体，不断同心聚力。

理解
突破



知识补充：先秦时期人才选用的变化

（一）世官制
世官制，即贵族世代为官的制度，官吏都具有世袭官职的特权。世官制是先秦时期在选官
用人方面所实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二）养士制
养士制，就是由执政的高级官员豢养一批具有特殊知识或技能的士人，作为人才储备，为
己所用。这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在政治上具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社会群体，是当时新型职
业官员的主要来源。战国时期以养士著名的四君子是：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楚有春
申君，魏有信陵君。此四君子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因而在各自的国
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秦的相邦吕不韦，门下也有食客数千。李斯初入秦时，就是吕不韦的
门客。有的国家，还由政府直接建立机构养士，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一例。
养士制完全打破了血缘宗法关系，战国士人大量为异国效力。但养士制容易形成私人势力
集团。
（三）荐举、功劳制
春秋战国时期，尚贤思想兴起，各国为争霸图强，纷纷鼓励举荐有才能的人为官，或依据
军功大小授予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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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官（世卿世禄）制→养士制，荐举、功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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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主题二、封建大一统局面时期的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 

领域 基本范畴  主要史实

王朝兴替与政局演变

治国思想

国家
制度

中央和地方政治制度

官员选拔与管理制度

法律与教化

社会
治理

户籍制度与基层治理

赋役、货币制度  

社会救济与优抚政策  

改革变法  

主干知识整合

结合刚要上和选必一中国古代史内容，任选一个时期综合复述填表。



归纳总结一、从汉到唐中枢机构的演变
1．汉唐以来中枢权力体系的演变特点
(1)皇权加强，相权削弱。总体上表现为相权逐步削弱、皇权逐渐强化。
(2)中朝官向外朝官转化。中朝在牵制、架空外朝的同时，久而久之逐步发
展为制度化、合法化的外朝中央机构。
(3)宰相职位的设置由实位转向虚位。由“实位”到“虚位”的转变反映的
是宰相权限及权威的下降，宰相不再是专职，这是对相权限制压缩的表现。
(4)宰相权力不断分化。宰相既实行分权，即在同一机构中，往往设置几个
宰相职位，又注重事权的相对集中，以弥补分权效率低下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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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唐以来中枢权力体系演变的异化
(1)外戚干政：外戚指君主的母族、妻族。外戚干政在中国尤以汉朝为烈。
(2)宦官专权：东汉、唐、明三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严重的时期。
(3)权臣专政：权臣一般为当朝宗室、将帅、宰辅、外戚等，如西汉霍光、东
汉曹操、明代张居正等。



归纳总结二、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演变趋势及影响 

1．演变趋势
(1)选拔标准：由家世门第、财产等级演变为学识、才能。
(2)选拔方式：由血缘、推荐、地方评议及品评演变为考试。
(3)选拔原则：逐渐走向制度化，体现出相对公平、公开、客观的原则。
2．积极影响
(1)有利于选拔有才能的人为官，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2)使国家掌握了人事任命权，树立了中央权威，保证了社会稳定，有利于
封建国家政令的推行，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3)制度化的选官标准，提供了高素质的地方官员队伍，有利于封建统治的
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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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总结三、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以刑为主，诸法合一
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律始终以刑法为主，民法、诉讼法、行政
法诸法合一，民刑不分

德主刑辅，以礼入刑 儒家思想对古代法律影响深刻，礼法并用

法有等级，法外特权
封建帝王首先享受法外特权，其次是统治集团的成员，在不
危害皇权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享受法外特权

以法治吏，维护统治
封建专制制度下，人治其实就是官治。为了发挥官治的作用，
就需要治官，控制官吏的权力，防止权力滥用

家族主义，家国一体
古代中国，天下一家、家国一体的观念根深蒂固。家族伦理
与法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从而使法律带有浓厚的家族主
义色彩

追求和谐，注重调解
古代中国和谐观念十分突出，主张法与天道相和谐，与社会
相和谐。基于这一理念，注重调解成为中国传统法治的一大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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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总结四、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特点  

由开放走向闭
关

中国古代对外政策，总体上以开放为主，但到了明清时期，逐步走向闭关自守
变化的原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根本)、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等

路线由以陆路
为主转向以海
路为主

秦汉时期，对外交往的主要路线是丝绸之路(虽有海上丝绸之路但不占主要地
位)；唐朝对外交通发达，海陆并举；宋元时期，主要是海路为主

变化原因：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北方战乱频繁，南方相对安定；造船技术、航
海技术的进步；等等

对外贸易与文
化交流同步进
行

秦汉时期，陶瓷和丝织品传到西方，同时佛教传入中国；唐朝时中国和日本、
新罗、印度的交往交流主要以经济文化为主；宋代对外交往主要以海外贸易为
主，同时中国科技外传；明清时期从海外引进大量农作物

交往形式以
和平为主

从汉朝的陆上丝绸之路到唐、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是以经济文化交
流为主的和平交往

封建社会后期
出现侵略与反
侵略斗争

戚继光抗击倭寇；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帝组织雅克萨之战抗击沙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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