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年级历史学科第 8课时《中国古代通史专题 8》拓展提升任务 

 

1.在下列机构中，其长官的职能与秦朝丞相相近的是 

A.（唐）门下省            B.（宋）枢密院  

C.（元）中书省            D.（清）军机处 

2. “罪已诏”，是古代帝王在行政出现过失、国家遭受天灾等状况下，检讨自身过

错时发出的诏书。在《二十五史》中，共有 89 位皇帝下过 264 份“罪己诏”。对

这一现象理解正确的是 

①古代皇帝对自己要求严格         

②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 

③缓和社会矛盾以稳定统治 

④体现天人感应的政治理念 

A. ①②             B.③④            C. ①③         D. ②④ 

 

3.社会转型的内涵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 

中国从西周到秦统一,希腊从荷马时代到城邦独立自由的终结，我们视为两

者的“古典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国封建王权向专制王权发展,到秦统一中国专

制王权更转化为大一统专制皇权。大体上同一年代的希腊,带有军事民主主义色

彩的王权向贵族共和过渡，更进一步向民主政体过渡。在历史上大体处于同一年

代的文明古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却显示出如此鲜明的反差,其由安在?由于历

史背景的不同,王权的强弱在起点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不同的对外扩张方式

导致不同的结果；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思想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胡钟达《古典时代政治制度演变的比较研究》 

 

依据材料概括“古典时代”中国和希腊政治制度发展的走向，结合所学分析造

成希腊与中国政治制度走向差异的原因。  

 

 

 

 



由于山川形便原则是促成地方割据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从秦代一开始，统

治者便有意识地采用了犬牙交错的原则与之相抗衡。隋唐时期之所以强调山川形

便原则，......元明清时期，这一原则更发展得淋漓尽致。另外，无论是基层政

区还是上层政区，其地理分布变化的总趋势都是从北密南稀到南密北稀的逆转，

由秦代北方是南方的两倍余，到隋代南北大致相等，到清中叶，南方政区近于北

方的两倍。 

——摘编自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 

4.概括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基本原则。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古代地方行

政区划变迁。 

 

 

 

 

 

 

5.某班同学以“社会转型期的思想”为题进行研究性学习活动，探讨了以下的课

题。阅读材料，根据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课题   对政治制度的反思 

顾炎武认为，分封制与郡县制各有其得失，“封建（分封）之失，其专在下，

郡县之失，其专在上”。郡县之最大弊端即在于“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

上”。而在宗法分封制下，天子与诸侯差别不大，“非绝世之贵”，所以，天子

“不敢肄于民上以自尊......，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先秦时期宗法分封制与秦统一后君主专制的不

同。顾炎武探讨这一问题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