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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考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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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改革 

古代盛世局面



02 知识建构
家国同构下的中国
古代政治 

中央中央 盛世盛世

西周分封制西周分封制

秦朝郡县制秦朝郡县制

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 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科举科举
制的制的
演变演变

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夏朝：夏朝：

军机处军机处

地方地方 选官选官 改革改革
世袭制世袭制

秦朝：秦朝：

宋朝：宋朝：

隋唐：隋唐： 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

分化事权分化事权

明朝：明朝： 废丞相权分六部废丞相权分六部

清朝：清朝：

西汉推恩令西汉推恩令

宋朝设转运使宋朝设转运使

元朝行省制元朝行省制

北魏孝文北魏孝文
帝改革帝改革

王安石变王安石变
法法

光武中兴光武中兴

开皇之治开皇之治

贞观之治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开元盛世

康乾盛世康乾盛世

明朝设三司明朝设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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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古代中枢权力的演变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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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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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1.古代中枢权力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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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3•青岛）宋室对统兵将帅的猜忌，始终不懈。所信用者大都才调平庸，不

足制敌。统兵大员，也多用文官，以没有战阵经历的文人主持军事，自然败事者

居多。这反映出宋朝统治者采取的政策是（　　）

A．休养生息 B．重文轻武 C．闭关锁国 D．文化专制

1．（2023•南充）秦实现统一后，在皇帝之下，设有中央政权机构。其中掌管监

察事务的是（　　）

A．御史大夫 B．太尉 C．丞相 D．刺史

A

B

真题回归
练 1.古代中枢权力的演变



4.（2023•大庆）设立于清朝雍正年间，其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

其间也”，这一特殊机构是（　　）

A．宣政院 B．议政王大臣会议

C．南书房 D．军机处

3.（2023•潍坊）“祖宗设立阁臣，不过文学侍从，而其重亦止于票拟（帮助皇帝处

理文件）。”这反映了明朝（　　）

A．中央机构完善 B．皇权空前强化

C．文学日趋繁荣 D．文臣地位提高

B

D

练 1.古代中枢权力的演变

更多试题见讲练word

真题回归



1.物理学科中的“钟摆理论”是指钟摆总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值在一定范围内作有

规律的摆动。李洪同学在复习中国古代史时，借用“钟摆理论”绘制了如下示

意图来归纳中国古代文官与武将的权力转换。据此可知，当钟摆向右摇摆时，

形象地展现了（       ）

A．秦朝设置御史大夫

B．隋唐三省六部制度

C．北宋重文轻武政策

D．明朝废除丞相制度

C

命题预测
练 1.古代中枢权力的演变

【新考法】跨学科——结合物理学知识考查宋代加强君主专制的措施



命题预测
练 1.古代中枢权力的演变

【新考法】跨学科——结合音乐知识考查明朝强化皇权的措施

2.如图是小明同学创作的历史歌谣。该歌谣反映的是（　　）

废除丞相分相权，六部职权都归君。

五军都督听兵部，锦衣卫士监官民。

A．明朝的建立 B．朱元璋强化皇权

C．抵抗外来侵略 D．明朝巩固边疆

B

更多试题见讲练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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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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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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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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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朝秦朝 隋唐隋唐 北宋北宋 元朝元朝 明朝明朝

皇帝制皇帝制
三公九卿制三公九卿制

分化事权分化事权
削弱相权削弱相权

设中书省、枢设中书省、枢
密院、御史台密院、御史台

废丞相和中废丞相和中
省；设内阁省；设内阁

清朝清朝

设军设军
机处机处

三省六三省六
部制部制

中外朝中外朝
制度制度

西汉西汉

监察监察
制度制度

中央中央
官制官制

地方地方
制度制度 郡县制郡县制 推恩令推恩令

刺史制度刺史制度
派文臣担任，设通派文臣担任，设通
判监督，设转运使判监督，设转运使

行省制度行省制度 取消行省设三司，取消行省设三司，
分封诸子为王分封诸子为王

御史大夫御史大夫 刺史刺史 通判通判 御史台御史台 锦衣卫；东厂锦衣卫；东厂

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
制度

类别类别 目的目的 趋势趋势

中央官制中央官制

地方行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

监察制度监察制度

加强君主专制加强君主专制

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集权

加强皇权加强皇权

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

中央权力不断加强，地方权力不断削弱中央权力不断加强，地方权力不断削弱

服务于专制皇权服务于专制皇权

归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归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讲



探 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①①宗亲、功臣、先代贵族宗亲、功臣、先代贵族

②②王族是分封的主体王族是分封的主体

③③防止先代贵族作乱，巩固西周统治防止先代贵族作乱，巩固西周统治

临淄临淄

曲阜曲阜

山东山东

观察分封制示意图思考，观察分封制示意图思考，
分封的对象有哪几类？分封的对象有哪几类？
分封有什么特点，其目分封有什么特点，其目
的又是什么？的又是什么？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左传》
核心素养-史料实证



练 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1.（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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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2023•广东）秦时，南郡郡守向所属各县重申朝廷律令，规定：各县长官若
不能及时发现民间的违法行为，就是“不胜任”，发现了不敢管就是“不廉”，
都要受到严惩。这表明，当时（       ）
A．地方治理强化              B．南方土地开发
C．社会矛盾缓和            D．中央机构完善

A

真题回归



练 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更多试题见讲练word

3.（2023•赤峰）（汉武帝）“下诏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可将封

地再次分封给其子弟作为侯国，由皇帝制定封号……诸侯王从此一蹶不振，中央

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由此可知，他推行的是（　　）

A．奴隶制 B．推恩令 C．禅让制 D．世袭制

B

4.（2023•西藏）元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元朝开始，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

至今。这一行政区划与管理的制度，被称为（　　）

A．分封制 B．郡县制 C．行省制度 D．科举制

C

真题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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