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01  先秦时期：中国境内早期人类与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

命题趋势

考点要求 课标要求 命题趋势

中国境内

早期人类

与文明起

源

通过了解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旧石器

时代的人类及其文化遗存，知道中国境内原

始社会时期的人类活动；通过了解河姆渡、

半坡、良渚、陶寺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知道中国的原始农耕生活；了解私有制、阶

级和早期国家的产生；知道考古发现是了解

原始社会的重要依据；通过古代文献中记述

的黄帝、炎帝等神话传说，了解其中蕴含的

历史信息。

命题角度——文明起源/古代农业/

民族认同/华夏族形成。

命题点：北京人、原始农耕生活、

考古发现、炎黄的传说、尧舜禹的

禅让、年代计算；

早期国家

与社会变

革

知道甲骨文是已知最早的汉字；通过了解甲

骨文、青铜铭文、其他文献记载和典型器物，

知道具有奴隶制特点的夏、商、西周王朝的

建立与发展，了解西周分封制等重要制度；

知道老子、孔子的生平与思想；通过了解这

一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初

步理解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局面的形成、战国

时期商鞅变法等改革和“百家争鸣”局面的

产生；；通过都江堰工程，感受古代劳动人

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命题角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人民

智慧/文明传承/生产力变革/社会转

型/社会变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命题点：分封制、青铜工艺与甲骨

文、铁农具与牛耕技术、商鞅变法

（考查重点）、都江堰、孔子与老

子、百家争鸣（重点考查）。

阶段特征

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奠基时期。这一时期，国家产生并初步发展；生产力不断进步，

精耕细作的农耕经济模式确立；中华文化萌生，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

政治

方面 

原始社会先后经历了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两个阶段。约五六千年前，中国进入部落

联盟时期。尧、舜、禹时期实行禅让制，夏朝开创王位世袭制，西周实行分封制；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

经济

方面 



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逐渐产生并发展，为古代文明社会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

础。夏商周时期，青铜铸造业发达，进入“青铜时代”。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与

牛耕的使用和推广，促进了农业大发展。

思想文

化方面 

甲骨文是汉字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年代最早、体系

较为完整的文字。春秋战国时期是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各种学说蓬勃兴起，

百家争鸣激荡起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浪潮。

网络构建

时空线索

梳理预测

考点一  中国境内早期人类与文明起源

夯基 知识梳理

知识点 1．元谋人

（1）地点：云南元谋县

（2）年代：距今约 170 万年



（3）生产活动：能够制作工具，知道使用火



（4）意义/地位：是我国境内目前已确认的最早的古人类

知识点 2．北京人

1．发现地点：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上；

2．生活年代：距今约 70 万—20 万年；

3．体貌特征：上肢与现代人相似，能够直立行走，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征。

4．生产生活状况：使用打制石器、木棒；（生产工具），采集、狩猎；会使用天然火，会保

存火种； 

5．社会组织：过群居生活，原始社会。

6．地位：北京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原始人类之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迄今所知世界上内涵

最丰富、材料最齐全的直立人遗址。

7．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重要证据：

（1）埋藏在地层中的古代生物遗骸或遗迹经过地质作用变成石头，称为“化石”。

（2）北京人遗址中的发现，为复原北京人的特征和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证据。

知识点 3． 山顶洞人

1．概况

（1）时间：距今约 3 万年

（2）地点：北京周口龙骨山顶部的洞穴

（3）体质特征：模样和现代人基本相同

2．山顶洞人的生产活动：人工取火；采集、狩猎、捕鱼和缝制衣服；使用打制石器，掌握磨

光和钻孔技术；爱美意识；集体生活，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

知识点 4．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河姆渡、半坡居民

文化遗

存
时间 地域 生产工具 生活特点

半坡居

民

黄 河 中

游

使用磨制石器、制

作骨器、角器等

半地穴式房屋、彩绘陶器，种植

“粟”，饲养猪、狗；打猎捕鱼

大汶口

文化

黄 河 下

游
养猪较普遍

河姆渡

居民

距今约

7000~5000

年
长 江 下

游

使用磨制石器，如

骨耜；

干栏式房屋、种植“水稻”，掌握养蚕

缫丝技术，制造陶器、玉器和乐器；会

雕刻，懂得使用天然漆



龙山文

化

黄 河 流

域

制作“黑陶”胎壁薄如蛋壳，被称为

“蛋壳陶”

红山文

化

北 方 辽

河上游

良渚遗

址

距 今 约

5000 年

长 江 下

游

出土了精美的玉器，出现较大规模的祭

坛和神庙

反映了远古先民丰富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组织生活

知识点 5．原始农业的发展

1．兴起时间：约公元前 7000 年至公元前 5000 年。

2．兴起地区：黄河、长江、淮河等流域；

3．标志：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的出现以及聚落、磨制工具的发展；

4．意义：为古代文明社会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知识点 6．远古的传说

1．炎帝、黄帝被尊崇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2．传说中炎帝和黄帝的发明：

①炎帝的贡献（神农氏）：教民开垦耕种，制作生产工具，种植五谷和蔬菜；制作陶器，发

明纺织，会煮盐，教人们通商交换。制作乐器琴瑟，具有最早的天文和历法知识。

②黄帝的贡献（轩辕氏）：建造宫室，制作衣裳，挖掘水井，制造舟车，发明了弓箭和指南

车。黄帝的下属仓颉创造文字，伶伦制作音律，隶首发明算盘。黄帝的妻子嫘祖擅长纺织并

会缫丝。

3．尧、舜、禹的禅让

①禅让制的含义：将部落首领位子传给贤德之人（民主推选、首领没有特权）

②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治水有功。体现了刻苦耐劳，坚持不懈，大公无私的精神。

技巧 得分速记

1．研究北京人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说北京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原始人类之一，对研究古人

类进化具有重要意义？

提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内涵（最丰富）、材料（最齐全）的直立人遗址。可以发

现人类的进化规律，为（人类起源）的研究提供可靠的证据。所以，研究北京人有着重要的

意义。

2．河姆渡原始居民建造干栏式房屋，而半坡原始居民建造半地穴式房屋？从中得到什么启

示？



提示：



河姆渡人生活在长江流域，因为南方地区潮湿温热，干栏式房屋既能通风防潮，又可防蛇虫

之害。半坡人生活在黄河流域，气候干旱寒冷，风沙大，居住半地穴式房屋，既可以抵风挡

雨，又可以保暖。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与自然协调发展，已经能够适应自然环境。人类

的生产生活必须要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做到因地适宜、科学合理。

3．大汶口的墓葬里，为什么有了随葬品？

大汶口时期，农耕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财富增多，氏族首领凭借权力拥有较多财富，私有财

产和贫富分化出现。人死后，私有财产随葬，企图继续享受生前的富足生活

提升 考向预测

考向 01 北京人的遗存、发现的意义

【例 1】（2023 年湖南邵阳）比较“古猿头像”“北京人头部复原像”“现代人头像”图片可知，

北京人（   ）

   

“古猿头像”       “北京人头部复原像”  “现代人头像”

A 仍然保留猿类特征 B．能够使用磨制石器

C．完全具备现代人特征 D．开始了原始农耕生活

【变式 1-1】北京人遗址为人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依据北京人遗址中发现的灰烬、

烧石和烧骨，还有尖状器、刮削器、石锤和石砧等，考古学家推断北京人的基本特征有（   ）

①打制石器          ②学会用火          ③种植粮食          ④饲养家畜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变式 1-2】北京猿人不管是在体形上还是在脑容量方面都更接近现代人。其上肢骨和现代人

的接近程度甚于下肢骨，这表明北京猿人的下肢在长期直立行走和辅助性劳动中日趋完善，

上肢在长期的劳动中为适应日益复杂的动作而变得十分灵巧。表明猿人到近现代人转变的关

键是（    ）

A．能够直立行走 B．形态样貌变化 C．长期劳动的结果 D．会使用火

考向 02 河姆渡、半坡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例 2】（2023 年湖北武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参观河姆渡遗址时说，河姆渡先民开拓

了人类稻作文明史，表明浙江余姚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这反映了（    ）



A．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B．手工业成为当时主要的生产部门



C．河姆渡居民开始饲养家禽家畜 D．长江中下游是亚洲稻起源地之一

【变式 2-1】（2023 甘肃平凉）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天水秦安）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

文化遗址之一。该遗址发掘房址 241 座，还采集到已碳化的黍和油菜籽。据此推断，大地湾

原始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是（    ）

A．集体群居 B．采集渔猎 C．农耕定居 D．铁犁牛耕

【变式 2-2】大约距今四五千年，中华大地文明之起源已如满天星斗，八方雄起。其中，地处

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融合的核心地区。这反映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

A．历史悠久，延续至今 B．集中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

C．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 D．具有冲突与融合的双重趋势

考向 03  人文始祖与禅让制

【例 3】（2023 年黑龙江龙东）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出现的华夏族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

的主体。其首领被后人尊奉为“人文初祖”的是（     ）

A．黄帝和蚩尤 B．炎帝和蚩尤 C．黄帝和炎帝 D．尧、舜、禹

【变式 3-1】（2023 年湖南常德）海内外华人以炎黄子孙自称。每年，满怀虔诚与崇敬的中

华儿女会以多种形式祭祀炎帝和黄帝。其原因是（    ）

A．他们创造了使用至今的汉字 B．他们带领人们根治了水患

C．他们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 D．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变式 3-2】考古研究发现，中原地区彩陶向周围地区施加影响的年代和达到的区域，与传说

中教民制作陶器的炎帝所处的部落联盟兴盛的时间、空间一致。其中可以相互印证的历史信

息是（    ）

A．彩陶最早出现在中原 B．长江流域文化领先

C．先民已掌握制陶技术 D．炎帝鼓励发明创造

考点二  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

夯基 知识梳理

知识点 1、夏商周的更替（夏、商、西周分别是奴隶社会的形成、发展、鼎盛时期）

1．夏朝：

1）约公元前 2070 年，禹建立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2）夏朝设置了政府机构、军队、刑法和监狱等国家机构，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

（也标志着原始社会的结束，奴隶社会的开始。）

3）启继承父位，标志着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2．商朝：盘庚迁殷，殷是今天河南安阳。★



3．西周：

1）牧野大战：公元前 1046 年，周武王 PK 商纣王，周武王胜建立西周。★

2）周厉王在位时（公元前 841 年），与民争利，引起“国人暴动”，厉王逃亡。

知识点 2、西周的分封制

1．含义：周王朝的社会等级制度，周代的贵族的等级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2．目的：为稳定周初的政治形势，巩固疆土。

3．方式：周王根据血缘关系远近和功劳大小进行分封。

4．对象：宗亲、功臣。

5．特点：层层分封，等级森严。

6．诸侯权力：周天子授予诸侯管理土地和人民的权力，允许建立诸侯国，有较大独立

性。

7．诸侯义务：需要向周王进纳贡物，并服从周王调兵。

8．作用：①保证周王朝对地方的控制，稳定政局，扩大统治范围。②维护了西周王朝

严格的等级制度。

知识点 3、青铜器的高超工艺

1．青铜器的发展历程：①原始社会后期，我国就出现了铜器，甘肃齐家文化遗址出土

了铜镜。②商朝以后，青铜器的数量增多，种类逐渐丰富，主要用于饮食、祭祀及军事

等方面功能由食器发展为礼器。

2．高超的制作工艺：商朝时期的工匠掌握了铜、锡、铅的比例，来制造不同用途的器

具，采用“泥范铸造法”铸造技术。

3．青铜器的制作特点：商朝时期的青铜器不仅①种类丰富，数量众多，而且工艺高超。

到商代后期青铜器铸造业不仅②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精细。

4．青铜器的代表作品：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

知识点 4、甲骨文

1．定义：商周时期刻在龟甲和牛羊等兽骨上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

2．价值：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年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1899 年，清朝人王

懿荣首次发现。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

3．记载内容：祭祀、战争、农牧业、管制、刑法、医药、天文历法等

4．造字特点：象形、会意、指事、形声等， 象形是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已具备汉字的基本

结构。

5．比甲骨文规范的文字是金文：（商周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古代视铜为金，所以叫金文



，又因为是铸刻在钟鼎之上，也叫钟鼎文、铭文。

知识点 5、动荡的春秋时期

1．春秋时期的经济发展

①农业：春秋后期，铁制农具和牛耕出现。

②手工业：规模扩大，青铜业、冶铁业、纺织业、煮盐业以及漆器制作等有所发展。

③商业：出现商品交换市场、金属货币。

2．王室衰微

①原因：社会动荡；分封制逐步遭到瓦解；周王无力控制诸侯；周王室在财政上陷入困境；

甚至要依赖诸侯国的经济支持。

②结果：周王室地位下降，大的诸侯国势力崛起。他们竞相称霸，操控政治局面，实际上取

代了周天子的地位。

3．诸侯争霸

①背景：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利益相互展开争斗。

②经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等先后称霸中原（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是齐桓

公）

③影响：（1）消极影响：给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2）积极影响：①加快统一的步

伐。②促进大规模的民族交融。

知识点 6、战国七雄

1．三家分晋：战国初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

2．田氏代齐：齐国由大夫田氏取代。

3．战国七雄：齐、楚、秦、燕、赵、魏、韩。（东南西北到中间）

4．著名战役：桂陵之战（围魏救赵）、马陵之战（减灶计）、长平之战（纸上谈兵）。

知识点 7、造福千秋的都江堰

1．修建者：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在成都附近的岷江上修建了都江堰。

2．构成：都江堰由渠首和灌溉网两大系统工程构成。 渠首工程建于岷江之中，分为鱼

嘴、宝瓶口和飞沙堰三个主体工程。内江用于灌溉，外江用于分洪。

3．作用：发挥出防洪、灌溉、水运等多方面的作用。建成之后，成都平原成为沃野，

被称为“天府之国”。

知识点 8、商鞅变法

1．背景：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进一步推广，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新兴地主阶

级的势力增强。



2．目的：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以求富国强兵，在兼并战争中获胜。

3．时间：公元前 356 年，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变法

4．内容：

1）政治：①确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

②废除贵族的世袭特权；

③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对人民的管理；

④严明法度，禁止私斗。

2）经济：①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②鼓励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

③统一度量衡。

3）军事：奖励军功，对有军功者授予爵位并赏赐土地。

5．意义：①使秦国的国力大为增强，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②一跃成为最强盛的诸侯

国，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知识点 9、春秋时期的思想家

1．老子

1）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后期楚国人

2）思想观点：①万物都有其自然的法则，人们应该顺应自然；②世间的事物都有其对

立面，对立的双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善于从正反两方面思考问题。 ③政治上主张“无

为而治”。

3）学说著作：《道德经》

2．孔子和儒家学说（ 姓孔名丘，字仲尼）

1）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末年鲁国人

2）政治上：①他的核心思想是“仁”，他提出“仁者爱人 ”。②推崇西周的制度，主张以

德治国，爱惜民力，体察民意 。

3）教育上：①创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②在教学中，孔子注重道德教育和文化知

识教育，③发现和总结出很多教育规律、教学原则。

4）学说著作：《论语》  （由其弟子整理而成）

5）影响：孔子的学说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所提出的一些道德

规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

知识点 10、百家争鸣

1．背景：



战国时期，旧的社会制度进一步崩溃，新的社会制度逐步确立。此时的学术思想领域非常活

跃，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各陈其说，史称“诸子百家”。

2．战国时期的主要思想派别、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时期 学派 代表人物 代表作 主     张

孟子 《孟子》 “仁政”；民贵君轻；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
儒家

荀子 《荀子》 “礼治”，明确尊卑等级以维系社会秩序

墨家 墨子 《墨子》 “兼爱”，“非攻”；选贤任能；提倡节俭

道家 庄子 《庄子》
治国要顺应自然和民心；人生应追求精神自由，要保

持独立的人格。

战国

法家 韩非子 《韩非子》 以法治国，树立君主权威，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统治

3．影响：百家争鸣促进了思想和学术的繁荣，成为中国古代第一次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

技巧 得分速记

1．夏、商、西周三朝灭亡的共同原因？给我们的教训？

提示：夏、商、西周的灭亡都是因为出现了（暴君），他们的（残暴）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反

抗。暴政导致亡国，统治者要勤政爱民。

2、甲骨文有何地位？其发掘的意义？我国有文字可靠的历史从哪朝开始？

提示：①我国目前（已发现）的古文字中年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②有助于我们研究商代的（历史）和中国（汉字）发展的历程。

③（商朝）。

3．禅让制、世袭制、分封制之比较

制度 内容 影响

禅让制 原始社会将联盟首领的位子传给贤德之人 民主推选，首领没有特权

世袭制
禹死后，启继承父位，世袭制（血缘关系）代替

禅让制

“公天下”变成“家天下”

分封制
周王将宗亲和功臣等分封到各地，授予他们管理

土地和人民的权力，建立诸侯国。

巩固了统治，确立了周王朝的

社会等级制度

4．铁农具和牛耕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有何重大意义？（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给当

时农业生产带来了怎样变化？）

提示：（春秋后期）出现的铁农具和牛耕；（牛耕：最迟春秋末年使用，战国推广。铁农具：

春秋出现，战国推广。）

意义：促进了农业上的（精耕细作），并为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创造了条件；是春



秋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标志。（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5．齐桓公为什么能够成为春秋第一霸？

提示：齐国拥有（鱼盐）之利，任用（管仲）为相，积极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同

时改革（军制），组建强大的军队，以“尊天子，攘四夷”为旗号，公元前 651 年通过（葵

丘会盟）成为首霸，先后九合诸侯。

6．春秋争霸战争的影响？（利①②弊①②）

利：①一些强大的诸侯国的疆域不断扩展，有利于国家走向（统一）；②出现了大规模的（民

族交融）。

弊：①给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②破坏植被和自然环境。

7．商鞅变法成功原因：

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商鞅变法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级）的

利益，要求推翻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发展封建经济。 

②商鞅提出合乎秦国（国情），顺应民意（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措施，且执行起来

又非常坚决。

③从外部因素看，商鞅变法有（秦孝公）的坚决支持。

④商鞅个人具有顽强的品质，具有创新精神。

8．“百家争鸣”的影响有哪些？

提示：促进了学术和思想的繁荣，成为中国古代第一次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为中国古代思

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世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提升 考向预测

考向 01  分封制

【例 1】（2023 年黑龙江齐齐哈尔）西周初期，周王朝为稳定政治形势，巩固疆土，以保证

对地方的控制，扩大统治范围，确立的社会等级制度是（    ）

A．禅让制 B．分封制 C．郡县制 D．科举制

【变式 1-1】“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

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首《中国》激起了无数人的爱国热情，在中国历史上，将

国和家融为一体的制度是（   ）

A．科举制 B．郡县制 C．行省制 D．分封制

【变式 1-2】观察西周分封制示意图（下图），发现周天子把洛邑与宋作为两个支点，诸侯国

由南北两面向东张开，如两臂合抱殷宋于肘腋之间。据此可知，周初分封有利于（     ）



A．扩大统治疆域  B．拱卫天子安全  C．促进民族交融 D．传播礼乐文明

考向 02 商周文明的代表：甲骨文、青铜器

【例 2-1】（2023 年广西）目前已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货币、

装饰艺术品等。由此可知，该时期的青铜器（    ）

A．数量众多 B．种类丰富 C．工艺高超 D．分布广泛

【例 2-2】（2023 年河南）殷墟出土了大量的贝，商朝时期的一些文字都含“贝”字（如下

表）。据此判断，贝在商朝应该是（    ）

甲骨文

对应汉字 贝 买 贯 宝

A．货币 B．礼器 C．食器 D．酒具

【变式 2-1】2021 年 3 月 20 日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 6 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现

已出土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 500 余件。下面是和三星堆同

时代各地出土的青铜文物，这说明

①中国历史底蕴深厚②各民族多元一体③文化多样和谐④形式单一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变式 2-2】《甲骨文编》收录“家”的甲骨文字形约二十种，其上半部分由房屋之形构成，表

明为居住之地；下半部分的抽象写法也多为一身一耳两足（如下图），在古代能够处于“房屋”

之下的动物主要为六畜之中的猪、马、牛、羊、狗五种。据此可推知（   ）



A．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六畜”的国家 B．“家”观念的形成与农耕生活紧密相关

C．甲骨文是体系完整的文字 D．中国农耕文明具有独特性

考向 03 铁农具、牛耕；

【例 3】（2023 年河南）考古发现的战国中后期的铁器，出土范围遍及秦、齐、燕、楚等七

国境内，器类包括农具、手工业工具、兵器和杂器。这表明当时铁器（    ）

A．象征贵族身份 B．制作工艺精良 C．实行官营专卖 D．得到广泛使用

【变式 3-1】观察下图，通过比较最能说明

A．建筑技术的进步 B．战争武器的改进 C．生产力不断进步 D．冶铸工艺的提高

【变式 3-2】（2023 年北京）战国时期，铁制工具的使用进一步推广，使大量荒地得到开垦。

开垦者缴纳赋税，田地所有权就可以得到国家承认，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壮大。同时，铁制工

具在开挖河渠中的使用成就了大型水利工程。以上材料说明（    ）

A．生产工具的进步推动社会发展 B．铁制工具完全取代了木石工具

C．各国变法带来生产工具的改进 D．水利工程为国家统一创造条件

考向 04 王室衰微

【例 4】（2023 年广东）《管子·地图》载：“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孙子兵法·地形篇》

载：“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据此可知，当时地理知识的运用适应了（    ）

A．水利兴修 B．诸侯征战 C．儒学兴起 D．私学发展

【变式 4-1】关于春秋的争霸战争，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①争霸的背景是周王室日渐衰微   ②目的是为了维护周天子的威信

③争霸的实质是要获取更大、更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④争霸战争具有两面性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③④

【变式 4-2】按照西周的规定，周天子可以享用九鼎，诸侯只可用七鼎。但到了春秋时期，郑

庄公却享用九鼎，其他诸侯更是竞相仿效。这说明（   ）

A．诸侯国众多 B．诸侯兼并弱小 C．周王室衰微 D．周王室中兴



考向 05  商鞅变法

【例 5】（2023 年辽宁锦州）商鞅变法的内容中，能够直接提高秦国军队战斗力的措施是

（    ）

A．鼓励耕织 B．奖励军功 C．确立县制 D．废除井田制

【变式 5-1】如下图所示，下图为商鞅变法时县及其以下地方组织结构示意图。这表明商鞅变

法

A．简化了地方管理机构 B．瓦解了分封制度

C．加强了地方统治 D．完善了中央集权

【变式 5-2】《史记》记载，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守旧的贵族诬告商鞅“谋反”，商鞅惨遭

车裂。主要因为商鞅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商鞅变法内容中，最能触动旧贵族利益的是

（     ）

A．国家承认土地私有 B．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C．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 D．建立县制

考向 06  都江堰

【例 6】（2023 年湖南株洲）李冰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既免除了岷江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

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这一工程是（    ）

A．长城 B．大运河 C．都江堰 D．灵渠

【变式 6-1】（2022·湖南张家界·中考真题）它集堤防、分洪、排沙、控流等功效于一体，充

分发挥防洪、灌溉、水运等多方面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2200 多年来，一直发

挥着巨大作用，这在世界水利史上绝无仅有。该水利工程是（     ）

A．灵渠 B．都江堰 C．大运河 D．三峡工程

【变式 6-2】《灌阳竹枝词》诗：“都江堰水沃西川，人到开时涌岸边。喜看杩槎频撤处，欢

声雷动说耕田。”这首诗赞美了都江堰（   ）

A．有利于东北平原的灌溉 B．消除了岷江水患

C．有利于农业生产 D．有利于发展旅游事业

考向 07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老子、孔子



【例 7】（2023 年湖北鄂州）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异常活跃，极富创造力，被公认为中国思

想文化史上辉煌灿烂的时代。有一学派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

则不宁。”该学派是（   ）

A．儒家 B．道家 C．法家 D．墨家

【变式 7-1】老子认为“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孟子主张君主“春

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由此可知，两者都（ ）

A．认同德主刑辅 B．代表平民利益 C．具有辩证意识 D．主张顺应民意

【变式 7-2】为了落实“双减”政策，切实减轻学生负担，安徽某校要求作业设计要体现个性化

特征。这一举措和下列孔子的哪一主张相一致（    ）

A．“仁者爱人” B．创办私学 C．因材施教 D．以德治国

考向 08  百家争鸣

【例 8】（2023 年四川雅安）《荀子》虽师法仲尼（孔子），但它也主张法治；《韩非子》

熔法、术、势于一炉，同时也吸收了老子的思想。这反映了战国时期学派之间思想（   ）

A．互相排斥 B．相互融合 C．趋于一致 D．独立发展

【变式 8-1】某老师在历史课上向学生展示了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各思想学派的思维导图（下

图）。从中可以看出（   ）

A．各学派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B．各思想学派之间等级森严

C．各学派之间相互学习借鉴 D．诸子百家均出自同一师门

【变式 8-2】战国时期，孟子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韩非子认为“义者，君臣上下之事”。

他们所说“义”的实质是（   ）

A．中央集权政治的准则 B．衡量道德修养的标准

C．统治阶层的行为规范 D．维护等级秩序的工具

链接中考

1．（2023 年江苏连云港）一位导游在介绍某遗址时提到的关键词有：约 70 万—20 万年、保

存火种、打制粗糙石器。该遗址可能是（    ）



A．元谋人遗址 B．北京人遗址 C．山顶洞人遗址 D．河姆渡人遗址

2．（2023 年贵族铜仁）下图是根据远古人类考古遗址绘制的复原画。至今，我国西南地区

一些少数民族还在采用这种古老的建筑形式。修建这种房屋的远古居民是（    ）

A．元谋人 B．北京人 C．河姆渡人 D．半坡人

3．（2023 年广东）距今约 5000 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部分墓葬中出土了象牙梳、象牙雕筒等，

同时期的良渚文化遗址权贵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钺、漆器、象牙器等。这说明，当时

（    ）

A．原始农业形成 B．社会分化出现 C．禅让制度盛行 D．中央集权确立

4．（2023 年湖南张家界）传说图中供奉的人物教民开垦耕种，制作生产工具，种植五谷和

蔬菜；还制作陶器，发明纺织，会煮盐，教人们交换物品。该人物是（    ）

A．黄帝 B．炎帝 C．大禹 D．蚩尤

5．（2023 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

庶人工商各有分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两段话反映的是（    ）

A．夏朝的“家天下” B．西周的分封制 C．秦朝的郡县制 D．西汉的“大一统”

6．（2023 年重庆 A 卷）据古文献记述，夏、商、周三族祭祀的时候，都把本族来源与黄帝

族系联系起来，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这表明（    ）

A．夏、商、周均秉承“无为而治”理念 B．夏、商、周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

C．推崇“君权神授”是先秦政治特点 D．中华民族同宗共祖意识源远流长

7．（2023 年广东深圳）博物馆参观展览是学习历史的方式。了解商周时期的历史，参观下

列哪一展览（    ）



A．瓷器      清淡含蓄     故宫博物馆汝窑瓷器展

B．壁画       交流互鉴    敦煌石窟与河西走廊丝路艺术展

C．鼎        鼎盛千秋    上海博物馆铜器特展

D．陶        远古回声    半坡遗址与半坡文化展

8．（2023 年四川甘孜）．图是商代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的文字。据此可以推断当时（    ）

甲骨文

现代汉字 丝 桑 蚕 帛

A．青铜农具普及 B．等级制度严格 C．商业贸易发达 D．丝织业已产生

9．（2023 年山东济宁）春秋时期，鲁国国君朝觐周王仅 3 次，而朝齐、晋、楚三国竟达 33

次之多。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

A．周王室地位已经衰落 B．鲁国到王都路途遥远

C．鲁国国君是春秋霸主 D．周王不是鲁国的宗亲

10．（2023 年湖北黄冈、孝感、咸宁）夏商西周时期，水利工程兴修较少，少有山林开发；

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兴修水利工程。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

A．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 B．诸侯国势力此消彼长

C．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 D．新政治经济秩序确立

11．（2023 年安徽）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韩非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

宜则有功”。据此可知，二人都主张（    ）

A．无为而治 B．因势而变 C．兼爱非攻 D．尊卑有序

12．（2023 年湖北随州）下图是 1978 年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之一铜冰鉴，中间有夹层，

可放冰块，是战国时期贵族使用的青铜冰酒器，是已考古发现的最早“冰箱”。它可说明（    ）

A．随州手工业领先世界 B．春秋时期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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