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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课  中国历代变法和改革



魏国李悝变法

楚国吴起变法

秦国商鞅变法

赵国赵武灵王改革

韩国申不害改革

齐国邹忌变革

燕国燕昭王改革

商鞅变法：集列国变法之长，

战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涉

及面最广、改革最为彻底的

一次变法。

中国古代的重要变法和改革——富国强兵
探究：这些改革在什么情境下发生？怎么改的？成效如何
？一、春秋战国——商鞅变法（立封建促统一）二、北魏——孝文帝改革（行汉化促交融）
三、北宋——王安石变法 四、明朝——张居正改革（固封建促富强）



①.背景（纲要10页）

百家争鸣

铁犁、牛耕使用

私田增多

井田制瓦解

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

礼崩乐坏、诸侯争霸

经济基础

   决定

上层建筑

生产力

  决定

生产关系

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改革

①经济：
铁犁牛耕，生产力发展；
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兴起；

②政治：
诸侯争霸，分封制、宗法制遭破坏；
士阶层的崛起；
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改革；

③思想文化：学术下移，百家争鸣，
形成思想解放运动。

一、春秋战国——商鞅变法(促统一）



② 内容

领域 措施 作用

经济

军事

政治

思想

风俗

废除井田，开阡陌

重农抑商，奖耕织

废除世卿世禄，奖励军功

什伍连坐，互相纠察告发

行县制，县的长官由君主任命

法家思想，焚诗书

强制大家庭拆散为个体小家庭

承认土地私有；促进小农经济发展

调动生产积极性，稳定财政收入；

剥夺和限制贵族特权，提高战斗力；

严刑峻法，强化统治

强化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统一

强化思想控制；稳定社会秩序

促进小农经济；增加财政收入

一、春秋战国——商鞅变法（促统一）

③ 意义：一系列措施打击了贵族特权，促进了封建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
使秦国成为政治军事强国，为秦成就统一霸业奠定了基础。

回顾《中外历史纲要》上第2课p11

富国

强兵

集权

转型



2、加强君权；废分封，行县制；改革户籍制度（P98），实行连坐法。

思考1：作者从哪一方面肯定了商鞅变法；结合所学，概括商鞅变法中“使国家形态走向
成熟”的具体措施。

史料：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秦国率先推行县制，按地区
划分国民，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国家公共权力直接控制到基层社会的每一个人。秦统一后
将秦国的制度推向了全国，建立了统一的、具有东方特色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简言
之，商鞅变法使国家形态走向成熟，对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具有长远影响。           

                              ——摘编自任世江《通过商鞅变法让学生接触思辨》

1、制度建设——中央集权制度开始产生

思考2：结合史料，分析商鞅变法的历史局限？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hui)……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
》

①政治上:剥削沉重和轻罪重罚，易激化社会矛盾。②经济上:埋下了土地兼并的祸根，
重农抑商，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③文化上:实行思想专制，不利于思想发展。
④其他:未与旧制度划清界限，带有奴隶制残余。



1. 时代背景

两晋南北朝时期，内迁的游牧民族纷纷建立
政权，征伐不断。

①战乱给各族人民带来苦难，长期的冲突与交往

中，民族交融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
②民族融合趋势和社会矛盾（土地兼并）激化

（前秦一度统一，又瓦解，北魏439年重新统一北方）

二、北魏——孝文帝改革（促融合）参考纲要29页

国家与豪强地主间的矛盾：宗主督护
制下，豪强地主隐瞒控制人口，避税，
避役，影响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
役征发（坞堡）。
国家、地主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地方
官吏与地主勾结，农民负担沉重。



背景

内容

意义

（1）北魏统一北方；（2）民族融合趋势和社会矛盾（土地兼并）激化

  前期：冯太后主持，重点是创建新制度。

均田制

三长制

俸禄制

租调制

国家把控制的荒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一
定程度上限制土地兼并，有利于征发赋税和徭役，促进北方经济发展。

采用邻、里、党 的乡官组织，增加国家赋税收入，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

推行俸禄制和官吏考核制度；严惩贪污。
规定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粟二石（称为租），帛或布一匹（称为
调），减轻农民负担。

  后期：孝文帝改革内容，重点汉化
迁都洛阳、易服装、改汉姓（元）、说汉话（禁鲜卑语）、通婚姻（与汉族

高门士族）等

二、北魏——孝文帝改革（促交融）



“

千
古

第
一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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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容

思考1：史料结合所学：孝文
帝迁都的理由有哪些？

①洛阳地处中原，文化先进，
地理位置重要；
②远离平城（保守贵族集中），
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
③推进汉化政策，加强对黄河流
域的统治。

1. 时代背景

3. 实质：

孝文慨慕华风，力变夷俗，始迁洛邑，根本既虚，随
即崩溃，亦不过数十年，天下复还中国之旧矣。
                              ——《魏书·习学记言序目》

思考2：有学者认为孝文帝迁都改鲜卑武勇之风为汉人
文弱之风，削弱了北魏军事力量，加速了北魏国家和
拓跋民族的灭亡，材料中的观点是否正确？

不正确。北魏衰落是封建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发展
的结果，非改革本身所致。

二、北魏——孝文帝改革（促融合）

鲜卑族自上而下实现社会封建化的改革

生活方式汉族化；生产方式农耕化；
社会制度封建化。



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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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结

果

“三冗两积” 致使北宋政治腐败，财政困难，边患严重，

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危机严重；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改革触犯大地主大官僚利益失败；

冗兵

冗官

冗费
 

富
国
强
兵

兵

权

钱

兵农合一征兵制

改革科举、批判恩荫

向农民提供农业贷款
拨巨资从事商业经营

巩
固
封
建
统
治

积贫

积弱

变法初期取得了显著成效；一定程度上扭转
了积贫积弱的现象。但因变法涉及面广、阻
力大，有些措施也欠妥当而失败。

庆
历
新
政

改革者 范仲淹

支持者 宋仁宗

改革目的 整顿官僚机
构为宗旨

改革结果 失败

失败原因 触犯了官僚
集团的既得
利益。

三、北宋——王安石变法 （促富强）

思考：北宋“以钱财换和平”具体做法及后果。（纲要上51页）

北宋与辽：“澶渊之盟”

北宋与西夏：“庆历和议”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司马光重新受到起用，新法逐渐被
废除，变法派相继被排挤出朝廷，史称“元佑更化”。

【失败原因】①指导思想有误，某些措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如均输法
)。②变法措施过于激进，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
③变法过程中出现用人不当，危害百姓的现象。
④变法后期，宋神宗决心动摇及其去世。
⑤根本原因: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制度，以维护地主阶级统治为目的，
无法真正给农民利益。



背景

内容

结果

明中后期，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国库亏空严重，农民起义不断，
统治危机不断加深；

政  治
（整顿吏治）

课吏职，信赏罚、考成法

军  事
（边防新政）

内修防备 积极操练兵马
加固长城

外示羁縻 改善汉蒙关系，
加强互市友好

经  济
（赋税改革）

清丈田地
一条鞭法

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严重的封建统治危机得到暂时缓解。
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
张居正死后，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几乎全部废止。

四、明朝——张居正改革 （促富强）纲要72页

一条鞭法
内容：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
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
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P93页）。
评价：“一条鞭法”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中国赋税制
度上重大变革。既是明代社会矛盾激化的被动之举，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
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主动选择。



小结1：中国古代的重要变法和改革

商鞅变法 孝文帝改革 王安石变法 张居正改革

时间 战国 北魏 北宋 明朝

背景 诸侯纷争，社会变革 民族冲突与交往 内忧外患 统治危机

内容 废两制（井、世），
奖耕战，行两制（连
坐、县制）

实行三制（俸、均、
三）；迁都+汉化

商业贷款、兵
农合一

整肃吏治，裁减开
支，清丈土地，改
革税制（一条鞭法）

性质

影响

封建性质的改革

富国强兵，奠定秦
统一基础

促进北魏发展；加快民
族交融；利于国家统一

初期有效，
后被废止；
富国未强兵

暂缓危机，几乎
废止

思考：结合表格思考中国古代变法和运动呈现出的异同点。

中国自古就有改革的传统。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推动了生产力发展，

促进了社会进步和民族交融。但改革过程充满了曲折与艰辛。

同：目的是为了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富国强兵；性质。

异：背景；改革内容的侧重点；影响程度不一样。

适应新的社会形态的变法 少数民族的汉化 封建统治集团内部调整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 洋务运动（1860-1890年代）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在列强侵略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中国近代的改革探索——救亡图存

资产阶级维新派    ——戊戌变法
清政府（地主阶级）——清末新政
资产阶级革命派    ——民国的改革

1、背景：纲要97页
①政治：民族危机的加深(中日甲午战争失败)；
②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
③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④思想: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郑观应《盛世危言

》）。
⑤发展资本主义成为世界潮流。             

到1898年，全国宣传维新变
法的学会、学堂、报馆合计
300多所。其中比较有名的有：
万木草堂、强学会、保国会、
《中外纪闻》、《时务报
》、《国闻报》等。主张学
习日本、俄国变革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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