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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一历史导学案

第 7 课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研制人：刘明森 审核人：叶文平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__授课日期：2021.10.12

【课程标准】

通过了解隋唐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繁荣，认识隋唐时期的制度变化与创新、 民族交融、区域

开发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成就。

【课前自主学习】

1．魏晋时期实行哪种选官制度？有何特点？

2．隋唐创立的选官制度是什么？梳理隋唐选官制度的发展状况。

3．隋唐的选官制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省体制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5．唐代三省六部制是如何划分职权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6．梳理魏晋以来我国赋税制度的演变历程。

7．唐朝实施两税法的原因是什么？概括其措施及意义

【课中目标预设】

1．知道从汉代察举制、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时期科举制的演变历程，从选官方式、选官标准、

选官范围等角度认识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趋势及历史意义。

2．概述汉唐中枢政务机构的演变历程，认识我国君主专制不断加强，宰相权力不断削弱的历史趋势。

3．梳理古代赋税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认识赋税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统一的重要性。

【重难点化解】

1．梳理先秦以来选官制度的发展历程，并从选官标准、选官方式、选官权力三个方面说明演变的趋势。

2．宰相制度是古代中国传统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

得任其职焉。 ——《史记•陈丞相世家》

材料二 凡有政事，先由中书取旨撰拟诏敕，付门下审覆，再下尚书施行；……惟是事权分立，往往发生

流弊，尤以中书门下两省，或论难往来，各逞意气。太宗深察其弊，乃令三省长官合署办公，是谓政事堂，

此实唐代宰相制度之一进步也。 ——严耕望《唐代文化约论》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宰相的基本职能，并指出汉代中央官制的名称。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唐初宰相制的弊端及其成因。唐太宗对宰相制进行了怎样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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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上述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宰相权力变化的趋势，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比较租庸调制与两税法，概括两税法的创新之处，结合所学说明魏晋至隋唐时期赋税制度变化说明了

什么？

租庸调制 两税法

征税标准 人丁 财产

征税项目 田租、户调、力役、杂税 户税、地税

征税对象 授田农民 不分主客农商，一律纳税

征税次数 一次 夏、秋两季

说明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放松。

【拓展提升】见教材 P41 探究与拓展

【课后巩固练习】

一、单选题

1．吕思勉为晋朝惋惜：“然而大权始终为自北南迁的贵族所把持，使宋武帝（出身贫寒）一类的人物，

直到晋末，才得出现于政治舞台上，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损失。”造成这一损失的制度原因是

A. 世官制 B. 察举制

C. 九品中正制 D. 科举制

2．唐代尚书省掌管之下的某部，一般设有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下。掌天下土地、人民、

钱谷之政、贡赋之差。唐代尚书省掌管之下的这个“部”是

A．吏部 B．户部 C．礼部 D．工部

3．唐代，进土科从考策问逐渐发展到以诗赋为主要考试形式。元明时，科举考经义而不用诗赋，但后来

的八股文实际糅合了律赋的成分，清乾隆时又增试五言八韵律诗。这反映出

A．经义考试逐渐步入颓势 B．明清时期社会浮夸之风盛行

C．皇帝好恶决定科举文体 D．格律测试有独特的考查价值

4．“自经此制度推行日久，平民社会，穷苦弟子，栖身僧寺，十年寒窗，也可跃登上第。”与上述内容

有关的选官制度是

A．世卿世禄制 B．察举制 C．九品中正制 D．科举制

5．宋太宗进一步完善了“锁院制度”：大臣被任命为知贡举官后，需要立即入住贡院，与外界隔绝直至

考试结束。贡举官为皇帝临时任命，不设固定官员。当时锁院制度完善的主要作用是

A．杜绝了科举作弊的现象 B．增加了平民入仕的通道

C．减少了国家养官的开支 D．维护了选官的公平公正

6．唐赵暇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太宗本人也曾在洛阳登端门，见新科进士

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圈套)中矣！”材料从本质上说明科举制

A．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位的垄断 B．带动了唐朝社会尚学风气的形成

C．加强了对文人的思想文化控制 D．提高了封建官僚集团的文化素养

7．唐代宗时官员王锷通过贿赂企图兼任宰相。皇帝同意了王锷的请求，并下诏“锷可兼宰相”。时任给

事中的李藩行使职权，驳回诏书。由此推断，给事中隶属于

A．门下省 B．中书省 C．御史台 D．尚书省

8．图一和图二反映了中国古代中央机构的变化。此变化所反映的本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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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皇权不断得到加强

B. 中央官员数量增多

C. 大臣分工逐渐明确

D. 丞相负责军事责任

9．隋朝规定“（丁）民满五十，纳庸代役”；公元 624 年，唐高祖颁布“……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

则收其庸，每日三尺”。下列关于“庸”的理解正确的是

①输庸代役有利于保障农时

②唐与隋相比放宽纳庸年龄限制

③相对减轻农民的劳役负担

④租庸调制的基础是均田制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②④

D. ③④

10．780 年，宰相杨炎奏请唐德宗实行赋税制度改革，收税“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古代赋税

制度逐渐由“舍地税人”朝“舍人税地”方向发展。这有利于

A. 促进农产品商品化

B. 保证农民生产时间

C. 放松人身依附关系

D. 催生新的经济因素

【反思感悟】思维导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