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年级历史学科第 14课时《中国古代通史专题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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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代政治的考点进行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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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任务】 

 2017年新课标   必修课程“中外历史纲要”  

1.5 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并立与元的统一 

通过了解两宋的政治和军事，认识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新变化。 

课标解读： 两宋社会新变化方面，一是了解北宋强化中央集权的举措，二是了解唐宋之际的重要改革和各个方面

的变化。  

 

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学法指导】阅读目标检测和材料  

乾德二年（964 年），宋太祖下令根据各州情况留一部分税收作为地方必要的开支，其余州内一切税收由通判掌握送

往京师。之后，于邻近各州设“路”，各路设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根据各州情况留一部分作为地方必要开支，

其余全部运往京师。  

                                                             —— 张岂之《中国历史·辽宋夏金》  

 

   宋代，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普通称为帅、漕、宪、仓。“帅”是安抚使，掌一路兵工民事。“漕”是转运使，

掌财赋。“宪”是提刑按察使，掌司法。“仓”是提举常平使，掌救恤。都不是地方长官，而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监临指

挥地方的。四司并立，互不统属，分别对皇帝负责。前三者还有监察地方官员的职责。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

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 

                                                                    ——《宋史·职官二》  

 

思考：如何“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精兵”？ 

 

三、宋初强化中央集权的影响 

   【学法指导】 

    阅读必修 1第 3课《宋初中央集权的强化》P12  

 

   【学法指导】提升认识 

宋代政策相对务实、注重制约；致力于建设恒久典范。宋代文化的长久效应远超 11-13世纪。此后，中国历史上再

没有出现过严重分裂割据的局面。                                    

                                                                ——邓小南  

                                                             

                    选官制度的变化  

                                       

【学习任务】 



课标要求：了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基本内容，认识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知道“始皇帝”的来历和郡县制建立

的史实，了解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列举从汉到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

特点。 

  

   【学法指导】梳理知识，知道选官制度的发展变化。 

  

时代 入仕途径 选官制度 政治体制 

先秦    

秦汉    

魏晋    

唐宋    

 

 【学法指导】认识科举制完善的影响 

（2018 课标卷 3）25.                    

表 1  宋代宰相祖辈任官情况表  

表 1 据学者研究整理而成，反映出两宋时期  

A. 世家大族影响巨大         B. 社会阶层流动加强  

C. 宰相权力日益下降          D. 科举制度功能弱化  

曾祖、祖父或父亲任官情况 
宰相人数 

北宋（71） 南宋（62） 

高级官员 20  8  

中级官员 15  10  

低级官员 12  8  

无官职记录 24  36  

 

理解科举制完善影响： 贵族门阀瓦解，社会阶层流动加强。  

                                            

                    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  

                                      

【课标要求】 

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归纳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评价其历史作用。 

【考点】 

王安石变法 

   

【学法指导】提升“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素养 

阅读选修改革第《6课王安石变法》P34 和《朝阳目标检测》，思考王安石变法的原因？目的？经济措施及影响？  

 



 

1、变法原因： “冗官”、“冗兵”、“冗费”造成积贫积弱局面  

2、变法内容：核心富国强兵，分为富国、强兵、取士 

 

【学法指导】分析材料、阅读教材，理解青苗法的内容及影响。 

 

 

 

 青苗法，亦称“常平新法”，是中国 宋朝王安石 变法的措施之一，熙宁 二年（1069 年）九月由制置三司条例司颁

布施行。主要是改变旧有常平仓制度的“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的呆板做法。灵活地将常平仓、广惠仓

的储粮折算为本钱，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贷给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同时增加政府的

财政收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李悝平籴法认为）籴（买入），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

为国者，佳民毋伤而农益劝… …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比谨观岁有

上、中、下熟。 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

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氏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

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

国以富强。” 

                                                                       ——《汉书一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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