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 1-2 章复习提纲(部编版)



第一课      中国早期人类的代表——北京人

 1、我国是遗址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最早的人

类是：元谋人,时间是：距今约 170 万年。地点

是：云南省元谋县。

2、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会不会制造工具。

（化石是研究远古人类的第一手资料。）

3、内涵最丰富、材料最齐全的遗址：北京人遗

址,时间：距今约 70 万至 20 万年。地点：北

京周口店龙骨山。组织形式是：群居。用火的情

况：天然火，会保存火种。火的使用的意义：增

加了人们适应自然的能力，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

一大进步。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龙骨山）距今

约 3 万年，掌握磨制和钻孔技术（人工取火），

有审美观。

                              第二课      原始农耕生活 

                    



4、河姆渡人距今约七千年，地点是：长江流域

的浙江余姚。农作物是：水稻。生产工具： 磨

制石器（骨耜)。房屋：干栏式建筑（作用：防

潮、通风）。手工业是：制造纹陶（猪纹陶

钵）、玉器和原始的乐器等。  

5、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是：中国。原始

农业兴起标志：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聚落、

磨制工具的出现。                      

 6、半坡人距今约六千年，地点是：黄河流域的

陕西西安。农作物是：粟。工具：磨制石器。手

工业是：制彩陶（人面鱼纹彩陶盆）、纺织等。

房屋：半地穴式圆形房屋（作用：避风、取暖、

防沙）。 

  7、半坡原始居民和河姆渡原始居民居住的房

屋为什么不同？答：地理条件不同、气候条件不

同（因地制宜）。 





展，社会逐渐产生阶级分化。禹最初想传位于伯

益，但是禹的儿子启凭借强大的势力，在禹死后

继承了他的位置。从此，世袭制代替禅让制。

(2)统治：夏朝建立了军队，制定刑法，设置监

狱，此外还制定了历法，称为“夏历”。

(3)考古发现：考古学者在洛阳平原发掘出夏王

朝的一座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这里有宫

殿建筑群、大型墓葬和手工业作坊，还有平民生

活区和墓葬群，反映了夏王朝阶级分化和等级界

限。

(4)灭亡：夏朝经历 400 多年，到夏王桀在位时

期，国力衰弱。桀统治残暴，用武力伤害百姓，

引起民众的反抗，最终被商部落的首领汤联合周

围部落灭亡。

2．商朝的兴亡

(1)建立：约公元前 1600 年，汤建立商朝，都

城建在亳。



(2)迁都：受战乱、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商

朝多次迁都，到商王盘庚时迁到殷，此后保持了

相对的稳定。

(3)灭亡：商纣王是商朝的最后一个王，他对外

征伐，耗费国力，同时修筑豪华宫殿，对百姓征

收繁重的赋税，还施用酷刑，残害人民。公元

前 1046 年，武王联合各地势力，组成庞大的

政治联盟，与商军在牧野决战，商军倒戈，周军

占领商都，商朝灭亡。

3．西周的统治

(1)建立：公元前 1046 年，周武王建立周朝，

定都镐京，史称西周。

(2)统治：为稳定周初的政治形势，巩固疆土，

周王根据血缘关系远近和功劳大小，将宗亲和功

臣等分封到各地，授予他们管理土地和人民的权

力，建立诸侯国，以保证周王朝对地方的控制，

同时稳定政局，扩大政治范围。诸侯具有较大的

独立性，但需要向周王进纳贡物，并服从周王调



兵。受封者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内进行再分封，从

而确立了周王朝的社会等级制度“分封制”。

(3)衰落：公元前 841 年，周厉王与民争利，引

起“国人暴动”，厉王逃亡。到周幽王时，朝政腐

败，社会各种矛盾激化。

(4)灭亡：公元前 771 年，西周王朝被犬戎族所

灭。后来，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

二、重难讲解

1．夏朝、商朝和西周兴亡

 朝代 夏 商 西周

开国之君 禹 汤 周武王

亡国之君 桀 纣 周幽王

都城 阳城
亳—

殷
镐京

开创制度 世袭制 分封制

　　2.禅让制、世袭制和分封制

 制 含义



度

禅让

制

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民主推选首领的制

度。当时在位的部落联盟首领生前自愿将统

治权让给他人，目的是让贤能、公正的人管

理部落联盟，以带领大家抵御外来侵袭、进

行生产劳动和平均分配食物

世袭

制

世袭制通常指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的君主

职位，以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世代

相传的制度

分封

制

周王根据血缘关系远近和功劳大小，将宗亲

和功臣等分封到各地，授于他们管理土地和

人民的权力，建立诸侯国，以保证周王朝对

地方的控制，同时稳定政局，扩大统治范围

　　三、学法指导

对于本课夏、商、西周的建立者和亡国之君，可

以采用歌谣的形式进行记忆：夏商西周兴与休，

启桀汤纣武王幽。

第 5 课　青铜器与甲骨文

一、知识梳理

1．青铜器的高超工艺



(1)出现：在原始社会后期，我国的甘肃、青海、

陕西、河南、山西、山东、辽宁、安徽等地就出

现了铜器，如距今 4000 多年的甘肃齐家文化

遗址出土了铜镜。

(2)用途：商朝以后，青铜器的数量增多，种类

逐渐丰富，主要用于饮食、祭祀及军事等方面，

功能也由食器等发展到礼器，成为王公贵族象征

身份地位乃至国家权力的代表性器物，礼器的类

型和数量反映了权力的大小和严格的等级界限。

(3)工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不仅种类丰富，数

量众多，而且制作工艺高超。在铸造技术上，采

用“泥范铸造法”，如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

2．甲骨文记事

甲骨文是中国商周时期刻写在龟甲和牛、羊等兽

骨上的文字。1899 年，清朝人王懿荣首次发现

甲骨文。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年代

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对中国文字的形成



与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目前所知，我国有文字可

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

3．甲骨文的造字特点

甲骨文使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多种造字

方法。象形是最原始的造字方法，用图形、线条

把物体的外形特征勾画出来。指事是用一种指示

性符号表示某一事物或概念。会意是把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独体字结合起来表示新的意义。形声最

为进步，用声符来注音，用一个字表示类别，组

成新字，能造出大量文字，现代汉字很多都是形

声字。甲骨文已经具备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很多

字体至今仍在使用，是汉字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

段。

二、重难讲解

甲骨文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

商朝时的甲骨文已经记载了当时的一些情况，所

以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但这不能

说明我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2013 年，考古

工作者在对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发掘的资料进

行整理时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和原始文字。浙

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考古成果表明大约在距今



5000 年前，我国先民就开始使用文字，这些刻

画符号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推了 1000 多年。

三、学法指导

对于本课重点内容，可以利用歌谣的形式进行记

忆：原始后期有青铜，商周礼器它铸成。司母戊

鼎是最大，四羊方尊奇造型。文字可考始于商，

甲骨清朝现安阳。象指会形造字法，一脉相传人

人夸。

第 6 课　动荡的春秋时期

一、知识梳理

1．春秋时期的经济发展

(1)农业：春秋后期，铁制农具和牛耕出现，促

进了农业上的深耕细作，并为开发山林、扩大耕

地创造了条件。

(2)手工业：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青铜业、

冶铁业、纺织业、煮盐业以及漆器制作等都有所

发展。

(3)商业：商业活动逐渐活跃，很多城市出现了

商品交换市场，金属货币被更多地使用。



2．王室衰微：春秋时期的社会处于动荡状态，

西周的各种制度在春秋时逐渐遭到破坏。周平王

东迁后，周王室的统治势力大减，直接管辖的地

区仅在洛邑一带。周王虽然在名义上仍是天下“共

主”，但已无力控制诸侯。诸侯国势力崛起，不

再听从王命，各自为政，也不再定期向天子纳贡，

致使周王室在财政上陷入困境，甚至要依赖诸侯

国的经济支持。周王室地位下降，大的诸侯势力

崛起。他们竞相称霸，操控政治局面，实际上取

代了周天子的地位。

3．诸侯争霸

(1)霸主：春秋时期，一些强大的诸侯为取得优

势，以“尊王攘夷”的名义进行征战，争夺霸主的

地位。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等先后

称霸中原，号令诸侯。到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

吴国和越国也先后北上争霸。

(2)



影响：在春秋争霸的过程中，有的诸侯国被灭掉，

一些强大的诸侯国的疆域不断扩展。与此同时，

中原的“诸华”“诸夏”在同周边的戎、狄、蛮、

夷等族长期交往和斗争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

交融

二、重难讲解

春秋时期的社会特点

(1)王室衰微：春秋时期，周王室政治、经济、

军事实力遭到严重削弱，周天子逐渐丧失了“天

下共主”的资格，反而在政治、经济上依附于强

大的诸侯。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已经名存

实亡。

(2)诸侯争霸：春秋时期，周天子曾经享有的权

威，成为一些较大的诸侯国朝思暮想的目标。于

是，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获

取周天子过去享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不断

进行争霸战争，争当霸主。

三、学法指导



对于本课重点内容，可以采用歌谣的形式进行记

忆：铁制农具和牛耕，深耕细作立大功。手工生

产专业化，金属货币多流通。春秋之时多战场，



王权衰落诸侯强。齐桓晋文楚庄王，吴越争霸在

南方。

第 7 课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

一、知识梳理

1．战国七雄

(1)战国七雄：战国初年，晋国被韩、赵、魏三

家大夫瓜分，齐国由大夫田氏取代。当时的诸侯

国有十几个，其中齐、楚、燕、韩、赵、魏、秦

七国的势力较强，史称“战国七雄”。

(2)战争：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规模很

大，参战兵力多，交战区域广，持续时间长。中

国历史上的一些著名战役，如桂陵之战、马陵之

战、长平之战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3)结果：战国中期以后，魏国、齐国、赵国、

秦国先后崛起，其他几国逐渐衰落。尤其是地处

西部的秦国，逐渐成为实力最强大的诸侯国，对

东方六国构成威胁。



2．商鞅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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