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年级历史学科第 6 课时《中国古代通史专题 6》学习指南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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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内容相关考点进行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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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钻经典试题，强化运用能力的培养。 

 

【学法指导】 

本专题的重点是理解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必然性，应置于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和政治

变动的大背景下去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兼并、改革变法等内容在初中阶段基本都有涉及。高中学习的关

键之处，不在于掌握更多的史实，而是要在掌握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理清上述问题的内在逻

辑关系，这也是本专题学习的难点所在。具体而言，从春秋到战国，政治变动十分剧烈，经

济又有大幅度发展，促使西周以来的社会秩序逐渐解体，迫使统治者对传统治国方式进行调

整。兼并战争的日益激化，更加推动各国努力提高统治效率，富国强兵。这就是战国时期变

法运动的必然性。 

 

【学习任务】   

理解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的内容和意义，结合教材的相关内容分析变法措施。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评价商鞅变法。 

能够比较春秋和战国时期政治的内容，理解春秋战国的时代趋势和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

必然性。 

  

（续）战国后期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背景和措施可以有以下两种方式加以掌握。 

 

 

 

 

 

 

 

 



 

【典型例题】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不告好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力本业，耕织致果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息而贫者，举以为收

孥(官奴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

回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街丈尺。 

——《史记.商君列传》  

根据材料一、结合时代背景.评述商鞅变法的措施。 

 

关于商鞅变法的效果和影响。 

商鞅死后约莫七八十年，赵国的大儒荀卿游秦。这时商鞅变法的成绩还历历可见： 

（秦之）国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

姓朴，其声乐不流（淫荡）汙（猥亵），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顺。……及都邑官府：

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入其国，观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倜

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观其朝廷，其朝（早）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 

荀卿的弟子韩非也曾这样说，“今（六国）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

民不死也。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

所当未尝不破。” 

关于商鞅变法的评价。 

 

【典型例题】 

在周代分封制下，墓葬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考古显示，战国时期，秦国地区君王墓葬规

模宏大，其余墓葬无明显等级差别；在经济发达的东方六国地区，君王、卿大夫、士的墓葬

等级差别明显。这表明 

  A．经济发展是分封制度得以维系的关键 

  B．分封制中的等级规定凸显了君主集权 

  C．秦国率先消除分封体制走向集权统治 

  D．东方六国仍严格遵循西周的分封制度 

 

4.趋向统一 

    统一最终由秦国完成，则与秦国自身的一-些有利因素存在密切关系。秦在七国当中本

来较为落后，但政治改革最为彻底，发展出-套比较完备的君主集权体制和高效率的国家机

器运转机制。与六国相比发展经济、招揽人才的政策也最见成效。其“远交近攻”的外交策

略，成功地分化瓦解了六国力量，扩展了自身势力。此外，秦国地理位置优越，进可攻、退

可守，长期与戎、狄为邻，民风强悍，在军队战斗力方面也高出六国军队一筹。凡此种种，

都说明秦国能够完成统一的历史任务，并不是偶然的。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典型例题】 

战国中叶，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大众”，他们“上逼主”、“下虐民”，以致“贫国弱兵”。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公元前 383年，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变法。变法的要点是：限制旧贵

族，改变世袭的分封制；“度公族疏远者”，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削官吏

的禄序，精减裁汰“无能”、“无用”和“不急之官“；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吴起变

法遭到旧贵族反对。公元前 381年，楚悼王死，旧贵族杀害吴起，变法仅进行了一年多时间

便中止。 

                                              ——摘编自《中国通史》 

商鞅变法在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中成效最为显著，变法使秦国日益强大，奠定了统一六国

的基础。根据材料与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1)概括商鞅变法与吴起变法的主要不同之处。 

(2)分析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一成一败的原因。 

 

 

 

 

 

（参考答案） 

主要不同 

（1）吴起变法主要是针对时弊，以政治改革为主， 

（2）商鞅变法是全面的改革，建立了较完备的制度。 

原因 

（1）吴起变法抑制贵族，打击对象明确，但使自己孤立；变法急于求成，时间短暂，

许多措施难以实施。 

（2）商鞅变法历时 19年，分先后两次逐步推行，注重取信于民和制度保证。 

 

 

 

（总结）战国时期时期政治上出现国君称王、兼并战争、变法图强、趋向统一等内容，

逐渐从宗法世袭到专职官僚；从氏族封臣到编户齐民；从部族王国到疆域帝国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