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考点内容分析

考点要求 课标要求 命题预测

古代中枢权力的演变

能够通过中国古代的政治成

就，了 解生产力发展对政治、

变革的推动作用;通过古代历

史上治乱兴衰的史事，认识

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在历史

发展中的作用。(唯物史观、 

历史解释、家国情怀)

古代政治是中国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中考考查的重点。古代中国政

治制度的演变，揭示了皇权与相权、

中央与地方权力变化的特征；从命题

趋势来看，中国古代政治中的秦、西

汉、元、明、清几个朝代加强中央集

权的措施，多以综合性 较强的材料解

析题、选择题的形式进行考查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古代选官制度

其
他
制
度

古代改革

边疆治理

对外关系

古代盛世



02 知识建构
家国同构下的中国

古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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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古代中枢权力的演变



1.古代中枢权力的演变

秦朝
①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②设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

③皇帝制度：皇权至上，王位世袭

夏朝 启即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公天下”变

成了“家天下”。

隋唐 三省六部制

(1)分工明确，互相牵制，提高行政
效率，减少决策失误；
(2)分割相权，利于加强皇权。         



1.古代中枢权力的演变

宋朝 控兵权，分化事权，重文轻武

元朝 ①设中书省掌管全国的行政事务
②设枢密院负责全国的军事事务
③设御史台负责监察事务

明朝

清朝

废丞相，权分六部

设军机处



反馈练习

材料一  秦朝的政治建制示意

材料二  它设立于雍正年间，为清代所
独创，它直接听命于皇帝，随时承旨，
随时草诏办理。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
封建专制统治已经发展到顶峰。

（1）秦始皇（赢政）。
（2）丞相；明朝。
（3）军机处。
（4）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强化。

（1）材料一体现的“政治建制”由
谁首创？
（2）材料一中“？”处的官职名称？
这一官职在哪一朝代被废除？
（3）根据材料二可知，哪一机构的
设立“标志着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已经
发展到顶峰”？
（4）结合以上内容及所学知识，概
括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趋势。

核心素养-史料实证



考点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分封制

为巩固统治，西周天子将宗亲和功臣等分封到各地做诸

侯，授予他们土地和人民，诸侯必须定期朝觐、交纳贡

赋、服从周王调兵。

血缘关系远近和功劳大小

意义：巩固了统治，扩大了控制范围。

周代的贵族等级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秦朝
郡县制，中央直接管理。全国36郡（行政长官为郡守），郡下设
县（县令或县长）。郡县长官由朝廷直接任免。开创了我国历代王
朝地方行政的基本模式。

西汉
①汉武帝采取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解决了地方王国问题
②汉武帝建立刺史制度，把全国划分为13个州部，每州部派刺史
一名，监视地方。

北宋 ①宋太祖，派文臣担任地方长官，实施三年一换的制度；
②各州府设置通判，监督并分知州的权力
③设置转运使，把地方财赋收归中央。

元朝

行省制度，下设路、府、州、县。影响深远。
中央—中书省（山东、山西、河北等，称“腹里”）
地方—岭北、辽阳、河南、江西、湖广，10个行省
其他地区—吐蕃、畏兀儿

明朝 朱元璋取消中书省，设立“三司”，分散行省的权利。

归纳中国古代
政治制度演变
历程的特点

中央集权不
断加强，或
君主专制不
断加强，或
皇权不断加
强。



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相同点
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巩固统治。

性质：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

不同点
分 封 制 郡 县 制

官员产生方式

划分标准

影   响

世袭产生 皇帝任免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按地域划分

易形成分裂割据 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朝代 制度（官员）

秦朝 御史大夫（中央设立，监察百官）

汉 刺史（地方设立，监察地方官）

宋 设通判（地方设立，监察知州）

明 设厂卫特务机构

积极评价：有利于政府对官吏加强监督；成为强化皇

权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

历代常设监察机构：御史台、谏院、督察院等

3.监察制度



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

制度



反馈练习

核心素养-史料实证



考点三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



3.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



3.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

隋朝 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员；
隋炀帝时设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正式确立。

唐朝 唐太宗增加科举考试科目，进士科成为最重要的科目；
武则天大力发展科举制，创立殿试制度。

明朝 明朝提倡尊孔崇儒，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内容仅限于四
书五经，禁锢了思想，脱离实际，无法培养实际能力。

清朝 1905年，废除科举制。

确立

完善

僵化

废除

科举制



反馈练习

    （该）制度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
世袭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
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

材料一中该“制度”的名称是什么？依据材料分析该“制度”选拔人才的标准是
什么？结合所学归纳这一制度的积极影响。（两条即可）

科举制度。考试成绩。
科举制度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扩大官吏的来源，也可以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和行
政效率，加强中央集权，并且能够促进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读书风气的发展。

核心素养-史料实证



其他考点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



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都遇到了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碍；
都取得了成功；
都是封建性质的改革，并都巩固了国家统治

侧重于富国强兵 侧重于制度的更新、迁都和移风易俗

为了实现国富兵强，在兼
并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改变鲜卑族的落
后状态，加强对中原的统治

＊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它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改革应顺应历史潮流，应符合国情；
＊改革要勇于创新，善于学习，重用人才

5.古代改革



5.古代改革

目的 摆脱统治危机，实现富国强兵

原因
（1）北宋政治风气因循守旧，行政效率低下；
（2）官僚机构和军队的不断膨胀，导致政府官俸和军费开支，财政入不敷出；
（3）土地兼并剧烈，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措施
经济

募役法
征收役钱，用来雇人到官府服役；原先不服役的官僚等，
也要交纳役钱

方田均税法 核实土地，按土地的多少、好坏平均征税

农田水利法 鼓励垦荒和兴修水利

军事 保甲法
把农村人户编制起来，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人户，出一
人为保丁；保丁平时种田，农闲练兵

结果 收到一些成效，如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水利得到修建；但最终被废除

败因 新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朝代 措施

秦朝 修长城（抵御匈奴）

两汉 西域都护府（新疆）

唐 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新疆）；文成公主入藏、
唐蕃会盟（西藏）；封渤海国（东北）

元 宣政院（西藏）；北庭都元帅府（新疆）；
澎湖巡检司（台湾首次正式设立行政机构）

明 明朝：重修长城（同时成为各民族交往的纽带）

清 伊犁将军（新疆）；康熙平定葛尔丹、乾隆平定大小和卓（蒙古）；
设立噶厦，册封“达赖”“班禅”、设驻藏大臣（西藏）；

郑成功收复台湾、清1684年设台湾府、1885年正式建立行省。

6.边疆治理



Ø 西汉：张骞通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开辟；佛教传入中国（西汉）

Ø 唐朝：遣唐使；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开放的对外政策）

Ø 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海外贸易税成为国家税收重要来源

Ø 明朝：郑和下西洋；戚继光抗倭；葡萄牙占澳门

Ø 清朝：中俄雅克萨之战《尼布楚条约》；闭关锁国

主要趋势：从开放到逐渐封闭；
主要外交形式：朝贡贸易、宗藩体系；
主要影响：加强了中国与外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7.对外关系



8.古代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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