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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体例中国古代史复习 

第一讲 原始社会——夏商西周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  柳春梅 

【教学目标】 

1.以 2017年新课标为指导思想，以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为立意分析考点内容。  

2.对原始社会—夏商西周的考点进行全面、深度、精准分析；通过补充经典材料，加强

对重难点的理解和认识。      

3.对北京和全国高考真题进行讲解，深钻经典题，强化经典题在备考中的运用。 

 

【教学准备】 

 1.钻研 2017年新课标和岳麓版教材、朝阳目标教材，对考点内容深入分析、研读，把

握考试方向和重难点。  

 2.依据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突出“史料实证”素养的落实，阅读相关史学著作，增加

学术材料，加深对重难点的认识。  

 3.精选北京和全国高考真题进行讲解，深钻经典题，强化经典题在备考中的运用。 

 

【教学过程】 

2017年新课标及解读    必修课程“中外历史纲要”  

1.1早期中华文明 

通过了解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认识它们与中华文明起源以及私有制、

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关系；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及其他文献记载，了解私有制、阶级和早期

国家的特征。 

课标解读：一是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特点，二是了解中国早期国家特征。中华文

明起源的多元性特点，要通过了解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来认识。这里需要

知道考古学家对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存所作的区系划分，以及主要区系各自的特点。  

 

【核心素养】  “唯物史观” “史料实证” “家国情怀”  

从石器时代到西周，文献资料缺乏，考古材料的作用突出；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是了解上古历史的基本途径。 

王国维的 “二重证据法”对史料实证的认识：“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

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

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特点及多元一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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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远古----约公元前 2070 年） 

岳麓版  必修二  第 1课    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模式的形成 

岳麓版  必修三   第 7课    汉字与书法  

 

【课标要求】 

知道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的特点。了解原始社会时期工业、商业状况，

及汉字与绘画、戏曲的产生。 

【考点】 

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发展，原始社会时期金属冶炼和纺织、原始

商业的产生、汉字与绘画、戏曲的产生等。 

【材料分析】 

 

与其它三大古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能算是最早的，但中华文明是唯一的从未中

断过的文明。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是那创造古老文明的先民之后裔，在这片土地上

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同时，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

显示了巨大的凝聚力，不仅没有中断，也没有分裂；只有新的文明因素增加进来，而没有什

么文明的因素分离出去成为另一种独立的文明。 

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不同地域的文明以及不同民族的文明，在

交往过程中整个为一体的过程。整合的模式是以中原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

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多元一体的格局最晚在西周就

建立起来了。此后虽然历经战乱与分裂，不断有新的文明元素加入进来，但没有任何一种文

明的分支分裂出去，所以这个大格局始终保持着它的完整性而没有打破。 

中国现在是以汉族为主体，结合 55个少数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人口约占 92%。

其中 400万以上的少数民族有壮、蒙、藏、回、维吾尔、满、苗、彝 8个。个少数民族有相

对聚居的地方，也有一些是同汉族或别的民族杂居，相互通婚的情况也不少，形成非常密切

的关系。费孝通曾经把这种关系形成的格局称之为“多元一体格局”。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

结果，其始原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更加明显，并且逐渐形成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

长江流域的若干文化区为主体，再联系周围许多个区域性文化的一种重瓣花朵式的格局。从

而为往后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奠定基础。 

                              ——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学法指导】：提升对中华文明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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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时代是一个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一方面生机勃勃，充满着创造发明；一方面

社会剧烈动荡，冲突不断，英雄辈出。那是中国的英雄时代，文明的曙光开始从东方显露出

来。 

——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学法指导】习题训练 

例.2013(课标全国卷Ⅱ) 

24.司马迁著《史记》时，文献关于黄帝的记述内容不一甚至荒诞，有人据以否定黄帝

的真实性。司马迁游历各地，常常遇到人们传颂黄帝的事迹。有鉴于此，他从文献中“择其

言尤雅者”，编成黄帝的事迹列于本纪之首。这一撰述过程表明 

A.《史记》关于黄帝的记录准确可信  

B.传说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历史真实 

C.历史文献记录应当与口头传说相印证  

D.最完整的历史文本记录的历史最真实 

 

【学法指导】习题训练 

朝阳目标 P40  第 27题  

文物作为人类活动的遗存，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三星堆共出土了 1720 件珍贵文物。 按其功能分类，我们可将它们分为：祭祀

品，共 105 件，主要是青铜器，其中较大型的樽和罍，其功能可能有两个方面，主要用于

祭祀天神、地神和祖先，同时也可当作生活用品，比如装酒、粮食等；生产工具，共 124 件，

主要是石器和玉石，其中有斧、凿、錾、刀等；兵器，共 127 件，主要是青铜器，还有石

器和玉器，其中有青铜戈、玉戈、玉刀；生活与装饰，这方面数量最多，共 1364 件，其中

有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陶器、骨器、象牙器，以玉器为主，占 615 件。 除上述四

种类型外，还有 80 根大象牙，… …另外，还有当时的货币---铜贝 4662 枚。 还有数以

吨计的陶片未计算在内。 

                                             ——摘自冯学敏等《点击三星堆》 

材料二 举世瞩目的三星堆考古发现，向我们揭示了三千多年前古蜀王国绚丽多彩的社

会生活情形，展现了一个湮没的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 … …三星堆考古发现提供的不仅仅

是珍贵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将使学术界重新审视中华文明，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将因之而谱写

新的灿烂篇章。  

——黄剑华《古蜀的辉煌》  

请回答： 

（1）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释读三星堆文物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

息。 

（2）推测是一种对未知现象作尝试性、合理性解释的思维方法。据材料一，结合所学

知识，推测古蜀国部落为什么会有大量“象牙”“铜贝”和“数以吨计的陶片？ 

（3）综合上述材料，概括三星堆考古发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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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指导】： 

(1)信息：政治：神权政治(或神权王权一体)；阶级分化(或贫富分化)；军事：有部落

战争；经济：农业和手工业较发达；文化：精神生活丰富(或有审美要求)。 

(2)推测：大量“象牙”说明古蜀国自然生态适合大象生存(或可能与远处部落有象牙交

易等)；“铜贝”说明有了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或有一定水平的制币工艺等)；“数以吨计

的陶片”说明居住在该地的部落人口较多(或部落存在时间较长等)。 

(3)意义：反映了古蜀王国的社会生活(或揭开了古蜀王国的历史之谜)；三星堆文明是

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原始农业 

岳麓版 必修二     第 1课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模式的形成 P2 

1.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祥地之一 

世界三个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西亚；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中南美洲 

2.农业的始祖 

传说上古时候，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 制耒耜，教民农作”，成为农业的始祖。 

3.农作物：粟、水稻 

世界上最早培植粟、水稻的国家之一 

4.生产工具：木器、石器 

5.耕作方式：“所种之地，惟以刀伐木，纵火焚烧，用竹锥地成眼……” 

6.饲养家畜：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反映中国古代经济具有怎样的特色；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 

 

【学法指导】习题训练 

农业的出现是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第一次革命：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生产者；定居；

制陶、冶炼手工业；精神文化的发展。 

例.2016-17朝阳期中 

《竹书纪年》中有“人面龙颜（有称人身牛首），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耜耒之利以教

天 下，故号神农”的记载，这些内容 

A.是远古人们蒙昧无知的想象             B.呈现了刀耕火种的实证资料  

C.提供着农业萌芽时期的信息             D.记载着以农立国的大政方针 

 

【学法指导】朝阳习题训练 

推动中国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迈进的因素应包括 

①农具和耕作方式的改进            ②水利设施的兴修 

③各诸侯国的变法措施              ④城市经济的发展 

Ａ.①④           Ｂ.②③        Ｃ.①②③         Ｄ.②③④ 

 

二、原始手工业  

1．冶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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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后期我国开始了冶铜技术 

2．丝织业 

世界上首先发明丝织技术的国家：养蚕缫丝 相传黄帝之妻嫘祖发明了养蚕丝织。 

距今 4800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带、绢片是用家蚕丝织成的，绢片经纬密

度为每厘米 48根。 

朝阳目标 p1：陶器的发明是新时期时代手工业最重要的成就，陶器为人类所共有。中

国古代先民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制陶工艺如彩陶、黑陶、白陶等。 

3.制陶业 

是新石器时代手工业最重要的成就。彩陶、黑陶、白陶等。  

 

三、原始商业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社会分工的发展，产生了原始商业。天然贝壳为

中国最早出现的交换媒介。 

 

四、文字、戏剧的起源 

汉字起源：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符号与成熟的文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汉字构型独特，数量繁富，是一种行、义、音紧密结合的单体文字，记录着世界上最大

一支人群的“母语”。它经历了约 7000年的发展，至今仍充满活力。汉字不仅是一种传播和

交流的工具，它还作为基本要素，构成了独特的东方书法、篆刻艺术。 

书法成为一门艺术在于它的天生丽质；独特的意蕴与风格，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学法指导】习题训练 

遗迹遗物为研究古代社会风貌提供了重要物证。回答下列相关问题。 

材料一   位于河南省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典型器物有锯齿石镰、条型石铲、陶壶、

三足陶钵、筒形罐。还出土了陶塑猪、羊等原始艺术品。反映出我国黄河流域 8000 年前人

们的生活面貌。 

甘肃临夏大何庄遗址发现七座房基，随葬陶罐中还保存着小半罐被火烧焦的粟粒，出土

大量石制、骨制、角制工具，还有陶制纺轮 56 件， 并发现铜匕一件。家畜已能鉴别出猪、

牛、羊三种。 

材料二  河姆渡遗址是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稻穗纹陶盆（见右

图）……一株穗居中，直立向上，另外两束，沉甸甸的谷粒向两边下垂。 

          ──《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 

结合所学，提炼上述考古发现中反映的社会生活状况。（10分） 

【学法指导】 

原始农业出现早，分布广（黄河和长江流域）（2分）； 

体现了南稻北粟作物分布的特点（2 分）；以石器为主、种类较多的农具（2分）；种植

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2分）；原始制陶、纺织技术出现（2分）；原始艺术出现（2分）。

定居生活；（以上答出五点即可给满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