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课 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东汉时，羊续曾多次任庐江太守，从
不请托受贿、以权谋私。其府丞焦俭
为人也很正派，有一天，他见羊续生
活太清苦，便给他送了一条活鲤鱼来。
面对这条“礼鱼”，羊续左右为难。
无奈之下只好暂且收下。但等焦俭一
走，他就让下人把鱼挂在庭檐下，再
也不去碰它。这件事传开之后，府吏
们为羊续的高风亮节所折服，也都不
敢礼贿他了。因此当地老百姓都敬称
其为“悬鱼太守”。

羊续：“悬鱼太守”

新课导入：听故事说历史



   

选官制度：官吏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汉到元官吏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体现了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及其管理水平。

• 1.察举制:汉代;

• 2.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

• 3.科举制:隋唐以后考试选官成为

    主要的选官制度

解决人事任免问题

一、选官、用官制度的变化



时间 先秦时期 汉朝 魏晋南北朝 隋唐至明清

制度

方式

标准

世卿世禄制 察举制 九品中正制 科举制

自下而上推荐

品行

评定授官

门第

分科考试

才学血缘

世袭

中国古代选官、用官制度的发展趋势：

1.选拔方式渐趋严密、科学

2.选拔标准渐趋公平、公正

3.选官的基础日益扩大，官员素质不断提高



察举制
      看德行、才能，以举看德行、才能，以举

荐为主，辅以考试，但荐为主，辅以考试，但
标准不客观标准不客观。。

一种由下而上推荐人才为官的制度。

目的：广泛搜罗，管理人才。

措施：汉武帝令郡国每年举孝、廉各一
人，建立起人才选拔制度。

影响：孝廉成为士大夫做官的主要途径。

“孝谓曰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
                                              《汉书·武帝纪》-



一种由品评官评定人才优劣，然后授官的制度。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图

选拔标准：门第族望。

影响：朝廷要职多有世家
大族担任，他们的子弟依
靠门第即可步入仕途，所
以往往不注意提高才能。
真正有才学、但出身低微
的人，很难出任高官。

九品九品：：上上、上中、上上上、上中、上

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中上、中中、中下；
下上、下中、下下等。下上、下中、下下等。



科举制    “一切以呈文任去留
”，学而优则仕.

一种由考试办法选拔官员的制度。
演变：①隋文帝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              

式选拔官员。②隋炀帝时开始设进士科，
科举制形成。③唐宋元各朝继承并完善
了科举制。

影响：①科举制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②有
利于打破特权垄断、扩大官吏人才来源、提高官员
文化素质。 ③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为历朝沿用，
影响深远。

拓展延伸：科举制的前世今生  

①科举制创立于隋朝，唐代进一步完善，宋
代实行糊名法防止作弊行为，明清两代发展
为八股取士，1905年正式被废除。

②1994年，中国政府开始采用考试的办法选
拔公务员，到今天，全国所有省份都已经实
行公务员考试录取制度。                                                                



评价科举制:

•积极:（1）打破了贵族垄断官场的情形,扩大了统治基    

础，加强了中央集权；

（2）从追求公平公正的角度来看有一定合理性;

（3）保证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士人从政,为行政效率提高  

创造了条件;

（4）有益于社会形成重学的风尚。

•消极:科举考试的内容大多在儒学经典范围内，特别是

八股取士严重禁锢读书人的思想。使被选拔之人缺乏进

取和创造精神。



谢生，出身名门王
族，父亲在朝中担
任大官。

欧阳生，出身寒
微，高大俊朗，
才学渊博，能言
善辩，高中榜眼。

陈生，儒生，为人
正直，是当地有名
的孝子。

汉朝

魏晋南北朝

唐宋



材料一    随着门阀世族的衰落，九品中正制在开皇年间
被隋文帝废除……唐人杨绾云：“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

当时优试策而已。” ；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
终不为美，……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
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1、根据材料一概括有关科举制的信息。结合所学知识谈

谈科举制的进步性。

①科举制创立的背景：世家大族的衰落，九品中正制的废除
②科举制正式形成的标志：隋炀帝设进士科
③进士科最重要，最受重视
④进士科很难考

（2）进步性

（1）信息

①把读书、考试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有利于打破特权垄
断、扩大官吏人才来源， ②提高官员文化素质。 ③把选
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的手里集中到中央
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材料二   (科举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的挑选社会上
优秀分子，使之参预国家的政治。此项标准，一则求其公平，不容舞
弊营私。二则求其预备之单纯与统一，减免经济上之限制，使贫民亦
有出身。又间接助成国内风俗教化之统整，以辅成大一统政府之团结
与巩固 。
——钱穆《国史大纲》 

2、科举制的主要功能是什么？结合材料二说明科举制在追求社会公平
方面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三分析，科举制带来哪些影响？

2.⑴选官

⑵备考的经济成本低（公平参考） 根据考试成绩录取（公平录取）

3.⑴有利于形成“重学”的社会风气

⑵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



汉    朝

魏晋南北朝

隋唐宋元

品    行

门    第

才    学

总结：选官、用官制度的变化总结：选官、用官制度的变化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趋势：            
①选官标准：由家世门第逐渐发展到才学。
②选拔方式：由推选逐渐发展到公开考试。        
③选官原则：人才选拔逐步制度化，日益严密，体

现相对公平、公开、客观的原则；           
④选官基础：日益扩大，官员的素质不断提高。                                                            
⑤主要启示：公开公正、德才兼备、考试录用。                                                           
⑥封建社会后期，选官制度逐渐模式化。明清八股

取士，禁锢了思想，压制了人才。



（1）汉初丞相位高权重。

（2）汉武帝重用侍从、秘书担任尚书令、侍

中参与军国大事，以削弱相权，形成中朝和

外朝。

二.君主专制的演进

1 汉朝 ——形成中朝外朝，削弱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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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强化皇权的措施



二.君主专制的演进

2 隋唐 ——三省六部制，分割相权

（1）演变过程：

  魏晋南北朝：形成三省体制

  隋唐：尚书省下设六部，确立并完善三省六部制；

（2）分工与职权



中书省 尚书省 门下省

（决策） （执行）   （审议）

六  部

吏 户  礼  兵  刑 工

三   省

皇   帝

分散相权

皇权独尊
三
省
六
部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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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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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省六部既有分工，也有合作，相互牵制、相互监督，

提高了工作效率；

②分散相权，避免权臣大权独揽，加强了皇权；

③它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造，此后历朝基本沿

袭这种制度；

二.君主专制的演进

2 隋唐 ——三省六部制，分割相权

（1）演变过程：（2）分工与职权：（3）评价：



（1）措施：

  设中书门下为最高行政机构；后增设参知政事、

三司使、枢密使分割相权，形成二府三司的。

二.君主专制的演进

3 宋朝 ——二府三司，削弱相权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458134065043006051

https://d.book118.com/458134065043006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