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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三国时期的政权更迭，认识这一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特
点及其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
2.通过了解西晋时期的政权更迭和人口迁徙，认识这一时期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历史特点及其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
3.通过了解东晋南朝时期的政权更迭和区域开发，认识这一时期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特点及其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



4.通过了解北朝时期的政权更迭和北魏孝文帝改革，认识这一时期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特点及其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
5.通过了解这一时期的科技和艺术成就，如祖冲之的数学成就，认识传
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唯物
史观

通过比较东汉末年和三国鼎立时期国家数量和人口的变化，分
析三国鼎立局面的进步性

时空
观念

识读《三国鼎立形势图》，说出图中三国的名称、建立时间、
建立者和都城;识读《西晋北方各族内迁分布图》，分析北方各
族内迁的影响

了解东晋、南朝的建立及更替



史料
实证

了解西晋建立、统一全国及八王之乱的基本史实;了解北方各族
内迁的情况和十六国的建立

通过史料研读，掌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内容，理解汉化
改革对鲜卑族和北方民族大交融产生的重要意义

通过研读相关史料，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成就，提高艺
术鉴赏能力

续表



历史
解释

通过学习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的基本史实，分析曹操在两场战
役中一胜一败的原因

通过了解西晋的治国方略，分析八王之乱的原因

通过史料研读，理解江南地区得到开发的原因、表现和影响

通过阅读材料，了解淝水之战，理解前秦战败的主要原因

了解《齐民要术》的作者、内容及地位;科学家祖冲之的贡献;书
法、绘画与雕塑方面取得的成就等基本史实，与此阶段的时代
特征有着内在的联系

续表



家国
情怀

认识到统治阶级的贪婪腐败是导致西晋衰落不可忽略的一个原
因。历史警示我们，应居安思危，吸取历史教训

通过学习江南地区开发的史实，认识人民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认识到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
基础

续表



家国
情怀

知道北方民族大交融的表现和特点，了解各民族不断交往、共
同发展的过程对中华民族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民族团结和国
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通过了解这一时期科学家的生平，体会他们对科学的献身精神
以及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贡献，培养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自
豪感

续表



一、三国鼎立
1.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

名称 官渡之战 赤壁之战

背景
东汉末年,割据北方的曹操和袁
绍两派军阀之间,为了控制北方
地区而进行的战争

曹操为消灭江东的孙权和
依附荆州势力的刘备,想
要统一全国

时间 200年 208年

交战双方 曹操和袁绍 孙刘联军和曹操



名称 官渡之战 赤壁之战

战争特点 以少胜多 以少胜多

经过
袁绍率十万大军与曹操三四万人
在官渡激战,曹操袭击袁军屯粮
处,打败袁绍

孙刘联军用火攻方法,在
赤壁大败曹军

结果 曹操战胜袁绍 孙刘战胜曹操

作用 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奠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基
础

续表



2.三国鼎立的形成
（1）背景: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守黄河流域;孙权在长江中下游的势力得
到了巩固;刘备趁机占领了湖北、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又向西进占四川。
（2）形成

国号 时间 都城 开国君主

魏 220年 洛阳 曹丕

蜀 221年 成都 刘备

吴 229年 建业 孙权



（3）三国经济的发展:三国的统治者都注意发展生产
①魏国:修建水利工程,北方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②蜀国:丝织业兴旺,蜀锦行销三国。
③吴国:造船业发达,孙权曾派卫温到达夷洲（现在的台湾）,加强了大陆
和台湾地区的联系。



二、两晋时期
1.西晋的兴亡和内迁各族
（1）西晋的建立和统一:266年,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篡夺皇位,建立晋朝,
定都洛阳,史称“西晋”。280年,西晋灭掉吴国,实现了国家统一。
（2）“八王之乱”:晋惠帝时,西晋皇族起兵争夺皇位,史称“八王之乱”。
（3）五胡内迁:东汉末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和西方的少数
民族陆续内迁,同汉族长期杂居,互相影响,民族界限日益缩小。
（4）西晋灭亡:316年,内迁的匈奴人灭亡了西晋。



2.淝水之战
（1）形势
①南方:317年,司马睿重建晋朝,都城在建康,史称“东晋”。（420年,大将
刘裕自立为帝,国号“宋”,结束东晋）
②北方:氐族人苻坚建立的前秦政权强大起来,统一了黄河流域。
（用汉人王猛为丞相）
（2）经过:383年,东晋与前秦在淝水决战,东晋以少胜多,打败前秦。
（3）结果:淝水之战后,前秦的统治瓦解,北方地区重新陷入割据混战状
态。东晋取得暂时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南朝的统治:420年,刘裕自立为帝,国号为“宋”,此后,南方经历了宋、齐、
梁、陈四个王朝,总称“南朝”。
4.江南地区的开发

原因

自然条件
江南地区雨量充沛、气候较热、土地
肥沃,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

经济因素
大量的北方人口迁到江南,带来了劳动
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最重要原因）

社会因素
江南地区的战乱比较少,社会秩序比较
安定;南北方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



表现

兴修水利,大片荒地被开垦为良田

以种植水稻为主,开始使用绿肥、牛耕,粪肥也得到推广

小麦的种植推广到江南

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农业发展迅速,福建、广东等地也得到一定程
度的开发

影响
江南地区的开发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经济重心逐渐南
移奠定了基础

续表



三、北方民族交融
1.北方的统一和民族的交融
（1）北方的统一:4世纪后期,东北的鲜卑族建立了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
（2）民族交融:黄河流域的各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日常的接触和频繁
的交往在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上相互影响,黄河流域民族交融已成为趋势。



2.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1）原因:北魏建立后,定都平城。平城的位置偏北,不利于北魏对中原
地区的统治,也不利于鲜卑政权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为此孝文帝
迁都洛阳。
（2）影响:洛阳发展成为宏伟壮观的城市。
3.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措施
（1）迁都以前: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
（2）迁都以后



①在朝廷中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
②官员及其家属必须穿戴汉族服饰。
③将鲜卑族的姓氏改为汉族姓氏,把皇族由姓拓跋改为姓元。
④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通婚。
⑤采用汉族的官制、律令。
⑥学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
（3）作用: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民族的交融
4.北朝的更替:北魏分裂后,北方先后出现了四个王朝。它们和北魏统称
为北朝。



四、魏晋南北朝科技与文化

类别
朝
代
代表
人物

著作 贡献

数学
南
朝
祖冲
之

《缀
术》

把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七位数字,
这项成果领先世界近一千年

农学
北
朝
贾思
勰

《齐民
要术》

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在
世界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总结了我国
北方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强调农业生产要
遵循自然规律,提倡改进生产技术和工具



类别
朝
代
代表
人物

著作 贡献

地理
北
魏
郦道
元

《水经
注》

一部综合性的地理学专著。以注录水道系
统为纲,详细地介绍了江河流域流经地区的
山川、城镇、地形物产、风土人情、历史
古迹等

续表



类别
朝
代
代表
人物

著作 贡献

书法
东
晋
王羲
之

《兰亭
集序》

他继承各种书体的优点，所作行、楷、草
书尤为精湛,《兰亭集序》有“天下第一行
书”的美誉,王羲之被后人称为“书圣”

续表



类别
朝
代
代表
人物

著作 贡献

绘画
东
晋
顾恺
之

《女史
箴图》
《洛神
赋图》

他画的人物线条优美活泼，人物传神、富
有个性

石窟
艺术

北
朝

—— ——
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
窟

续表



1.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两次战役曹操一胜一败,试分析曹操胜、败的原因。
（1）官渡之战,袁绍的实力优于曹操,但曹操顺应人民希望安定的愿望,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挟天子以令诸侯”,恢复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
等,使自己的势力迅速扩大,能用谋士计策,所以能以少胜多,击败袁绍,为

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2）曹操发动赤壁之战,是为了乘胜消灭孙权和依附荆州势力的刘备,统

一全国。刘备采用了诸葛亮的建议,联合江东的孙权,孙刘联军用火攻的

办法,以少胜多,大败曹军。这场战役使曹、刘、孙三方的力量对比发生

了新的变化。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失利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

第一,曹军来自北方,不习水战。第二,曹操的骄傲自满情绪。第三,孙刘联

军正确的战术。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统一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曹操

统一北方后,北方社会的经济尚未得到恢复和发展,无论统一的经济基础,

还是统一的力量对比条件,都尚未成熟。

（3）两次战役虽都有以少胜多的特点,但胜败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具

体事件要具体分析,特别要注意当时的历史条件对战争胜负所产生的巨

大影响。



2.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你认为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是历史的进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结束了东汉末年众多军阀混战的

局面,虽然三国时期是我国的政权分立时期,但由于三方互相牵制,社会逐

渐安定下来。这种相对的安定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

痛苦,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

3.概括我国从秦汉到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综合所学，谈谈你对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认识。

变化：从民族间的对抗到民族交融。

认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民族间的交

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



一、选择题。（17小题，共34分）
1.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离不开史料。下列选项对研究三国时期历史
最为可信的是(   ) 

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A.长沙出土的三
国吴简

B.罗贯中《三国
演义》

C.司马光《资治
通鉴》

D.官渡之战战场
遗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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