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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远古时期

1. 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

2. 旧石器时代分为：

① 旧石器时代早期，代表为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

② 旧石器时代中期，代表为马坝人、长阳人和丁村人；

③ 旧石器时代晚期，代表为山顶洞人。

3. 新石器时代分为：

① 新石器时代早期，代表为李家沟文化、上山文化；

② 新石器时代中期，代表为仰韶文化（如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以种粟为主，出

土彩陶）；

③ 新石器时代晚期，代表为良渚文化（如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以种水稻为主，

出土泥质灰胎黑皮陶）。

二、夏商西周

1. 时间：夏王朝的起止时间为约公元前 2070 年到约公元前 1600 年；商王朝的起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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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约公元前 1600 年到公元前 1046 年；西周王朝的起止时间为公元前 1046 年到公元

前 771 年。

2. 夏商西周属于奴隶社会；西周的经济基础是井田制，上层建筑是分封制、宗法制

和礼乐制。

① 井田制

所谓井田制，是因土地整治规则，有沟渠灌溉、道路疆界划分，形如“井”字而得名。

井田制属于奴隶主土地国有制。

② 分封制

分封制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因为土地只是名义上属于国有，而周王需要不断将土地

分给各个诸侯，诸侯拥有独立的行政权，独立性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出现不断增长的

分裂倾向，而周王室的力量却不断削弱。

分封制下，国家的管理采取非垂直的形式。周王为了管辖广袤的土地，采取“委任

统治”的模式，委任诸侯来代替周王室行使地方的管辖权。

③ 宗法制

A. 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嫡”是指正妻，“长”就是第一个，“子”就是儿子，嫡

长子继承就是指由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继承王位或者家族权力。

B. 大宗可以命令和约束小宗。在宗法制下，各等级的嫡永为大宗，庶永为小宗，小

宗要服从大宗。

C. 宗法制作为一个制度在秦代之前就已结束，但建立在血缘纽带基础上的家族制度

长期存在，宗法关系和宗法原则有着长久的影响。

3. 管理体制

夏商周时期采取贵族治国的理念，此时的官员基本都是贵族出身，通过世卿世禄制

来选拔。战国时期历经变法浪潮，逐步转向官僚政治。

三、商周时期的经济与文化

1. 商周时期的主要农业工具有木制耒耜，还有骨、石等材质的制品，青铜农具极少；

出现了休耕轮作的方法。

2. 青铜铸造是该时期的主要手工业部门。司母戊鼎是世界上出土的最重的青铜器之

一。1976 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3. 原始社会就有了商业，商代出现了专业商人，此时的货币主要是贝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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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4 甘肃卷· ）新石器时代中期，

大多数聚落出现结构复杂的“大房子”，

与众多中小型居址形成明显对比。“大

房子”是部落公共活动中心，或部落首

领住宅兼公共事务场所。“大房子”的

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  ）

A. 社会矛盾逐渐加剧

B. 部落组织日益复杂

C. 劳动分工更加明确

D. 国家形态初步具备

【2】 （2024 安徽卷· ）西周前期，青铜

器高古凝重，无取巧用意，纹饰原始，

颇有图腾意味；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

器制多轻便适用，每每以现实性的动物

为附饰物，追求精巧玲珑，标新立异。

这一变化说明（  ）

A. 宗法观念已经名存实亡

B. 青铜铸造进入鼎盛时期

C. 青铜器的礼乐功能弱化

D. 农耕工具发生显著变化

【3】 （2024 重庆卷· ）新石器时代到

两周时期，中国各地区传统墓葬头向可

概括为：“东夷及其先民尚东，楚蛮及

其先民尚南，西戎及其先民尚西，华夏

4. 商周文字以刻写在龟甲和牛骨上的甲骨文以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金文）

为主。

5. 西周后期出现了“锦”这样的名贵丝织物。

6. 商周时期，手工业和商业基本都由官府控制。工商业者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要在官

府作坊和指定的范围内进行，其产品和经营主要是为贵族服务，被称为“工商食官”。

及其先民尚北。”关中地区凤翔西村、

沣西客省庄等地西周墓多为北头向，

春秋时期的墓葬多为西头向。这表明

（  ）

A. 西周时期华夏认同初步形成

B. 春秋时期秦国深受戎俗影响

C. 各族同源共祖观念得到发展

D. 各地区的文化传统趋于稳固

【4】 （2024 新课标卷· ）考古学者在某

史前遗址发掘出 1300 余座墓葬，大、

中、小三类墓葬分别占总数的不到 1%、

近 10% 和 90%。其中大型墓葬规模大、

随葬品丰富，出土了成套的石制、陶

制礼器等。据此可以推断，该遗址处于

（  ）

A. 旧石器时代早期

B. 旧石器时代晚期

C. 新石器时代早期

D. 新石器时代晚期

【5】 （2024 湖北卷· ）湖北襄阳凤凰咀

遗址出土的“蛋壳陶杯”（如下图）制

作精美，陶胎轻薄，杯壁厚度不超过 0.5

毫米。一般认为，蛋壳陶杯是显示尊贵

身份的礼器。该类器物此前主要发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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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遗存，在其他地区极为罕见。

据此可推断（  ）

正视图 俯视图

A. 早期国家认同已广泛形成

B. 南北地区间贸易往来较为频繁

C. 史前文明存在远距离交流

D. 凤凰咀遗存与大汶口文化同期

【6】 （2024 辽宁卷· ）1921 年，有学者

在奉天（今辽宁）沙锅屯发掘了一处穴

居遗址，认为“此一奉天穴居之留遗，

与彼一河南遗址，不特时代上大致同期，

且正属于同一的民族与文化的部类，即

吾所谓仰韶文化者也”。这一判断的主

要依据应是该遗址出土了（  ）

A. 骨制凿刀 B. 燧石石器

C. 炭化稻粒 D. 彩陶残片

【7】 （2024 山东卷· ）商业是社会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下列四处考古遗址

所出土器物能表明商业已有较高程度发

展的是（  ）

A. 陶釜、蚌器、骨角器等

B. 指环、牙器、臂玉环等

C. 石斧、石磨棒、石磨盘等

D. 骨贝、青铜贝、包金贝等

【8】 （2024 广东卷· ）据研究，古代礼

制记载的春秋时期酒器礼器，分为爵、

觚、觯、角、散五种，称为“五爵”，

其名来自于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礼

器。实际上，春秋时期的五爵为漆木酒

器，其容量依次为一至五升，“宗庙祭

祀，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春秋

时期礼器的变化反映出（  ）

A. 礼器形制趋同说明礼崩乐坏

B. 宗庙祭祀遵循天人合一观念

C. 漆木酒器彰显人文关怀

D. 以小显贵维系封建等级秩序

【9】 （2023 新课标卷· ）中国新石器时

代晚期，南方的良渚文化与北方的龙山

文化都呈现出向更高社会阶段发展的迹

象，这主要表现在（  ）

A. 公共墓地出现 B. 农业的产生

C. 贫富分化加剧 D. 文字的使用

【10】 （2023 湖南卷· ）湖南澧县城头

山古城遗址距今约 6000 年，是中国迄

今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城址内

外发掘出大片房屋建筑遗迹、多座陶

窑，以及中国迄今已知最早的祭坛和古

稻田。这说明（  ）

A. 城市是最早出现的人类文明要素

B.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C. 古城先民已摆脱对渔猎采集的依赖

D. 遗址所处时代已迈入阶级社会门槛

【11】 （2023 浙江卷· ）中国原始文化星

罗棋布，多姿多彩。龙山文化是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1928 年首次发

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当时龙山镇属山

东历城），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等地

区。该文化的代表器物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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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黑陶  B. 彩绘陶器

C. 玉器  D. 骨器

【12】 （2023 全国甲卷· ）西周分封制

下，诸侯国君爵位由高到低称为公、侯、

伯、子、男。楚国先祖在西周初被封以

“子男之田”，春秋时期，楚国国君自称

为王，称霸中原，争当华夏盟主，孔子

编撰《春秋》仍坚持称楚王为“楚子”。

孔子此举的目的是（  ）

A. 实录历史事实

B. 提升周王权威

C. 维护等级秩序

D. 强调文化差异

【13】 （2023 辽宁卷· ）1955 年，在今辽 

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出土一批西周青铜

器，其中一件盂造型雅致、纹饰精美，

刻有“匽侯”等文字。“匽侯”即为“燕 

侯”，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封地在蓟。

这反映了（  ）

A. 青铜器的普遍使用

B. 燕文化影响到辽西地区

C. 分封制的日趋完善

D. 诸侯祭祀礼仪活动频繁

【14】 （2023 河北卷· ）“太子”在周

代是对天子、诸侯权位继承人的称谓。

该词在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和其他文献

中绝少见到，而在春秋时期开始频繁出

现。这一现象（  ）

A. 反映社会尊卑有序

B. 表明分封制逐渐瓦解

C. 体现权力过渡平稳

D. 说明宗法制遭到破坏

【15】 （2023 全国乙卷· ）孟子说：“五

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岁）者可

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

七十（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

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

一观点所依托的时代背景是（  ）

A. 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

B. 井田制度的繁荣

C. 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D. 商业活动的衰退

【16】 （2022 重庆卷· ）有学者指出，“德”

的观念至少在西周已经产生，它既是一

种个人的品德，又与天命有关。春秋时

期，“德”的神秘意味开始减弱，更强

调人的品德和理性，如文献记载：“鬼

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推崇文献中

这一观点的先秦思想流派是（  ）

A. 墨家 B. 兵家 C. 儒家 D. 法家

【17】 （2022 湖南卷· ）儒家起于鲁，传

布于齐、晋、卫；墨家始于宋，传布于

鲁、楚、秦；道家起源于南方，后在楚、

齐、燕有不同分支；法家源于三晋，盛

行于秦。这（  ）

A. 促进了政治统一

B. 维系了“学在官府”的局面

C. 冲击了贵族政治

D. 导致了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

【18】 （2022 湖北卷· ）1978 年，湖北

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一件精美的漆箱，

箱盖上绘有按星空方位标注的二十八星

宿图，其中的星宿名称多数与《石氏星

表》中的记载相同。这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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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像比文献记载更可靠

B. 西周重视天文观测

C. 文物与文献可相互印证

D. 楚国制漆工艺精湛

【19】 （2022 福建卷· ）周礼规定，贵族列 

鼎数量为王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

鼎、士三鼎。1976 年，江西省新干县

西周墓中出土了 5 件铜鼎，大小依次递

减。这可用来说明西周时期（  ）

A. 血缘政治的完善

B. 铸铜技术的进步

C. 分封制度的成熟

D. 中原文化的扩展

【20】 （2021 北京卷· ）祝岁习俗古已有 

之。《诗经》云：“称彼兕觥（酒杯），

万寿无疆。”汉代岁首，皇帝“大朝受

贺”“百官受赐宴飨”。民间亦在岁首祭

祀，其时全家依次列坐，向家长敬酒祝

寿。该习俗（  ）

A. 出现于战国并兴盛于汉代

B. 体现礼仪教化与伦理秩序

C. 植根于我国古代商业文明

D. 仅是官方举行的庆祝仪式

【21】 （2021 辽宁卷· ）图为浙江杭州严家

桥良渚文化遗址出土

的距今约 4000 年的双

钱结藤编残件图。它

体现了（  ）

A.  历史传承与民族认同的统一

B. 社会组织的复杂

C. 劳动技能与艺术审美的结合

D. 等级秩序的确立

【22】 （2021 湖北卷· ）“爵”通常被认为

是饮酒器，也是饮酒礼上尊卑关系的象

征，进而被用来代表品位序列。大约从

西周到春秋，“五等爵”制渐趋成熟。

这反映了（  ）

A. 冶炼技术的提高

B. 铸造工艺的完善

C. 等级制度的发展

D. 宗法体系的崩溃

【23】 （2021 广东卷· ）今河南平顶山应

国墓地、陕西长安张家坡及普渡村墓地

等处出土了一批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

西周青铜器。这说明西周时期（  ）

A. 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

B. 各诸侯国维护周礼

C. 宗法制度分崩离析

D. 南北文化相互交流

【24】 （2021 浙江卷· ）翻检西周史，周

王朝的最高首领称“王”，周王发表诰

命时用“王曰”，或“王若曰”。周王又

称“天子”，被视为天之元子，受天之

命以君临人间。这反映出西周政治制度

的特点是（  ）

A. 神权与王权的结合

B. 嫡庶子孙为天下大宗

C. “天下为公”

D. “郡”“国”并行

【25】 （2020 海南卷· ）西周初，为了在

各地部署监察力量，由王族带领归顺的

外族进驻各地，与土著长期混居。此举

（  ）

A. 加强了对新拓版图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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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改变了早期宗法制的核心

C. 实现了从诸侯争霸到皇权的统一

D. 延续了选举部落贤人为王的传统

【26】 （2020 天津卷· ）井田制下，村社

内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私田是分给

村社成员的份地，按制度定期交换，村

社成员要随份地变动而迁居，即“三年

一换土易居”。这意味着私田（  ）

A. 可以进行交易买卖

B. 收获全部上缴国家

C. 属于小农经济范畴

D. 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27】 （2019 江苏卷· ）据青铜器铭文，

西周中后期，裘卫因经营手工业获得财

富和地位，一位名叫矩的贵族用 13 块

耕地，从裘卫那里换取了在王室仪式上

穿戴的盛服和玉饰。这一记载反映了

（  ）

A. 井田制度松动 B. 世袭制度解体

C. 抑商政策弱化 D. 礼乐制度崩坏

【28】 （2019 天津卷· ）中国很多地区出土 

了大量青铜器，它们包含着丰富的历史

文化内容。图片中的两件青铜器出土于

同一地点，该地点位于地图中（  ）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29】 （2018 北京卷· ）“王”字在甲骨

文中是一把斧头的形象，象征军事首领

的征伐权力。战国时期，孟子认为，“以

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的

观点（  ）

A. 与甲骨文“王”字的本义一致

B. 是“无为而治”的理论依据

C. 体现出儒家强调教化的政治理念

D. 奠定了宗法制度的思想基础

【30】 （2018 全国二卷· ）据《史记》记

载，商汤见野外有人捕猎鸟兽，张设的

罗网四面密实，认为这样便将鸟兽杀绝

了，“乃去其三面”，因此获得诸侯的拥

护，最终推翻夏桀，创立商朝，这一记

载意在说明（  ）

A. 商汤成功缘于他的仁德之心

B. 捕猎是夏商时主要经济活动

C. 商朝已经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D. 资源争夺是夏商更替的主因 

【31】 （2017 江苏卷· ）《国语》讲“祀，

国之大节”。有学者认为，青铜器在商

周时期被视为“政治的权力”。可推断，

商周时期青铜器主要用作（  ）

A. 农具  B. 礼器 

C. 食具  D. 货币

【32】 （2017 全国一卷· ）周灭商之后，推

行分封制，如封武王弟康叔于卫，都朝

歌（今河南淇县）；封周公长子伯禽于

鲁，都奄（今山东曲阜）；封召公奭于 

燕，都蓟（今北京）。分封（  ）

A. 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文化认同

B. 强化了君主专制权力

C. 实现了王室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D. 确立了贵族世袭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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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

一、政治

1. 时间：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春秋时期的起止时间为公元前 770 年至公

元前 476 年；战国时期的起止时间为公元前 475 年至公元前 221 年。

2. 春秋和战国分期在政治上的标志是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

3. 齐国、晋国、楚国、吴国与越国等先后建立霸权，史书将这一时期建立霸权的诸

侯国国君统称为“春秋五霸”。春秋五霸的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

阖闾和越王勾践，另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战国七雄

是指秦、韩、赵、魏、楚、燕、齐七个诸侯国。

4.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益激烈，为了富国强兵，各诸侯

国纷纷展开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制度改革。

① 鲁国最早实行“初税亩”。

② 变法的实质是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型。

5. 战国时期代表性的变法

① 魏国李悝变法

② 齐国邹忌改革

③ 韩国申不害改革

④ 楚国吴起变法

⑤ 燕国乐毅变法

⑥ 赵国公仲连改革

以上变法，都属于各有侧重点的变法，但并不彻底。

6. 战国变法中最为彻底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变革，

即由奴隶制生产关系转变为封建制生产关系。

具体措施包含：

① 废井田，开阡陌，授田于百姓，承认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

② 奖励军功，剥夺和限制贵族特权；

③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④ 实行什伍连坐相互纠察告发；

知识点框架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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