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历史纲要》（上册）教材管窥与教学建言举萃 

博观约取-执简驭繁-减而不简 

李惠军    2020.8.4 

第一单元 从中华文明癿起源到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癿建立不巩固 

第二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癿民族交融不附唐统一多民族国家癿发展 

第三单元 辽宊夏金多民族政权癿并立不元朝癿统一 

第四单元 明清中国版图癿奠定不面临挑戓 

第亐单元 晚清时期癿内优外患不救亡图存 

第六单元 辛亥革命不中华民国癿建立 

第七单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新民主主义革俞关起 

第八单元 中华民族癿抗日戓争和人民解放戓争 

第九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设 

第十单元 改革开放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外历史纲要》（上）  

基本概貌 

课程定位 

以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为指南，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采用

纲要呈现方式叙写中国历史癿演进。  

 遵循  

以通史体例按时序先后，设定了10个单元29课，作为高

中必修课程。 

 体例  

以正文叙事为主 ,辅之“单元导言” ,“单课引言” ,“学习

聚焦” ,“学思之窗” ,“史料阅读” ,“历史纵横” ,“问

题探究” ,“学习拓展” ,“历史地图” ,“文物图片”等功

能栏目。 

  面相  



•学科素养目标诉求与纲要式表述之间难以统合的矛盾 

•课时限量和单课载荷与体量庞杂之间难以契合的矛盾 

•学业水平质量要求与目标达成度之间难以弥合的矛盾 

 难点与策略 

大历史学术观念和大单元教材框架的有机融合 

淬炼单元和单课内容主旨，围绕主旨摄菁举华 

将教材的静态要点转化为诠释主旨的动态要素 

从复杂现象中发掘关键性历史要义和关键要目 

        在聚焦核心知识与变焦相关知识的“检索”中“编程”,形成形散神聚的知识体系。在速写历史

面相与图谱基础上，从大时空视阈发掘表象背后的逻辑机缘,力求史事-史实-史是-史识交互共振。 



第一单元 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到秦汉

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 
A 

第二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与

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B 

第三单元 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

立与元朝的统一 
C 

第四单元 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

临的挑战   
D 

《中外历史纲要》（上）——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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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制发展 

 

多元共辉 

再造统一 

盛世隐忧 

天国余辉 





第一单元 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 

内容主旨:伴随史前石器时代生产力进步,私有制产生和阶级分化而产生了最早的国家夏朝。经历了商朝

“一体多元与王国邦国并存”后,西周确立了以血族宗亲为轴心,礼乐文化为纽带,井田制度为基础的封邦建

国体制。甲骨文和青铜器,以及相关文献相互印证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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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xia 

商和西周 
        这是本课最关键的要目,从历史沿革而
言，它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重点是引导学
生从两个角度理解商周时期历史问题： 

传疑时代到信史时代---有文字或出土文物
记载，中国信史时代始于商代。（甲骨文、
青铜器等） 

早期国家形态的演变---从商朝的内外服制
度到西周的制度建设（分封-宗法-礼乐-井
田等制度） 

       在此基础上为“周秦之变”——即从春秋
战国的动荡转型+变法运动+百家争鸣，到
秦的统一+帝国帝制等打下基础。 



1 2 

3 4 

战争的势能  

王室衰微 

统一趋势 

变法的势能  
革敀鼎新  

价值认同  

经济的势能  

打破藩篱 

促进统一 

思想的势能  

礼崩乐坏  

乱世求治  

时代大势能 

以“周秦之变”统摄第2、3课 

第3课  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 

第2课  列国纷争与变法运动 

❆列国纷争不华夏认同    ❆经济发展不变法运动 

❆孔子和老子                  ❆百家争鸣 



动 荡 与 纷 争 



 如果“动荡与纷争”是春
秋战国时期第一大特征 

 那么“革故与鼎新”则是
春秋战国时期又一特征 

 如果“动荡与纷争”和“革
故与鼎新”是社会存在 

 那么“孔老学说”和“百家
争鸣”则是反映时代特
征的意识形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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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课  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 

内容主旨：500年动荡变革造就了统一的时代势能。秦顺应潮流,遵奉法家,变法图强,终成“横扫六

合”之大业,开创了以三公九卿、郡县制度为标志的中央集权制度,开辟了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帝

国疆域雏形。由于秦朝统治者不能审时度势,改弦易辙,一味重功利恃酷法造成普天民怨,终落“二世

而亡”之结局。秦朝骤兴骤亡给经历楚汉战争崛起的西汉留下了重要历史遗产和历史借鉴。 

骤关 

骤亡 

帝国-帝制 



秦王 

时代的气势  
特殊的气质 

秦皇 

帝国的气场  
帝制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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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追源：“暴君”说之由来？ 



2、追问：“暴君”说之标准 

2、追问：“暴君”说之标准？ 



3、追查：“暴君”说之疑点？ 



                第4课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内容主旨：秦创帝制,二世而亡。汉初尊黄老“无为”而行“与民休息”之策,在

“汉承秦制”宗旨下形成郡国并立之局。“文景之治”的基业和隐患为后代行

“有为”之举奠定了基础。汉武帝一改黄老之术而独尊儒术,察举德能,通过上整中

枢,下设刺史,内翦王国,外伐匈奴强化中央集权;通过改革币制,垄断盐铁,均输平准强

化经济管控,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古代帝国的巩固。但是长期的“豪党”隐患导致社

会矛盾尖锐和西汉灭亡。尽管汉祚中兴,但是豪族势力极度膨胀和外戚与宦官轮番

乱政，终致东汉政权名存实亡。两汉时期的经学道统、文史气象、中医算学、造

纸之术，也从一个方面表现表现出汉朝大一统时代的文化风貌。 

秦朝 

汉承秦制·帝国重建 

武帝时代·帝国巩固 

横扫六合·帝国草创

二世而亡·帝国崩塌 

西汉 

汉祚中兴·帝国困局 

豪族膨胀·帝国分裂 

东汉 

武帝 

西周礼乐文化-东周诸子百家-秦朝崇尚法家-汉初遵奉黄老-武帝儒表法里 



从“无为”到“有为”——帝国的重建与巩固 

“无为”之效： 
社会稳定了 

矛盾缓和了 

经济复苏了 

生活回升了 

“无为”之患： 
皇相关系问题 

王国膨胀问题 

边地匈奴问题 

统治思想问题 

“
有
为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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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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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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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族的隐患——从汉室的中兴到帝国的危机 



第二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 

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统一不创新 

统一不繁荣 

统一不文化 



第5课.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 

 在分裂再现之时，中国人并不自安于分裂，分争各方总是力求寻得恢复统一的路径，

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感情、文化交流、经济联系、政治交往，也自然而

然地孕育再统一的条件，使统一称为全社会不可抗拒的潮流。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想象另一种可能——分裂中的统一因素 



北方-南方；汉族-胡族；兴盛-衰落 

 一辈南迁的鲜卑贵族，尽是锦衣玉食，沉醉在汉化的绮梦中。洛阳伽蓝记谓：当时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

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                                  —— 钱穆《国史大纲》 

 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益强。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民族精神的涵养  历史张力的扩大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

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  

三世纪危机：276年阿勒曼尼
人、法兰兊人等蛮族部落践踏
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 

395年，罗马帝
国分裂为东西两
个罗马世界 

“上帝之鞭”阿提拉亍434年策马欧
洲，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古典
宣告结束。 

长时段 

大空间 



第三单元  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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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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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癿变迁不空间癿格局 

多民族政权之间癿戓不和 

多民族政权癿建制不统治 

 

蒙古族癿崛起不大蒙古国 

蒙古癿征服不元朝癿统一 

元朝统治不民族兲系调整 

 

经济格局癿变化 

社会兲系癿调试 

观念文化癿发展 

局部统一多元并立再造统一——戓和交织文化交流民族交融 

要义:各政权“统治” 定位:单元视界下  联想:胡换庸线-大哉乾元 



 人口分界线:36%土地96%人口;64%

土地4%人口,密度比42.6：1 

 雨量分界线:年降雨400毫米是树木生

存最基本癿条件 

 文明分界线:其西部则是戒游牧戒狩

猎,是部族癿,血缘癿,有着多元信仰

和生活方式癿非儒教中国。    

                         —  —《发现中国》 

 文明分界线:其东部是农耕癿,宗法

癿,科丼癿,儒教癿……一句话,是大

多数人理解癿传统中国 

宊辽和议-宊夏和议=“三国鼎立” 

宊室南渡-宊金和议=“三国鼎立” 

蒙古西征-元朝南下=“天下混一” 

大部分时间维持相对和平 

大部分地区保持交流互鉴 



 戓国秦汉时期,少时民族政权一般分布亍“司马迁线”长城以北戒兲外之地 

——冲突讨伐-移民屯垦-安西四镇-西域都护-主要是物质层面癿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内迁,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基本以“胡换庸线”为界 

——北方长期戓乱-政权更迭频繁-北魏越过“胡换庸线”（汉化统治） 

 隋唐亐代十国,少数民族回归“胡换庸线”以北以西,辽国跨越燕于十六州 

——征伐和亲并丼-藩镇镇守边地（胡线）-主要是物质和文化交流 

制度层面癿变化——兼容交亏（时间不空间） 



《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元朝癿统一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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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是一个疆域空前辽阔的国际性的超大帝国 

兲注亍“大”、“杂”不“少”、“小”癿矛盾 

聚焦亍“统治”癿“要害”之处把文章做足 

统治：集权不防范——权力-控制-民族 



行省制度（统治） 
——传承-教训-创举 

• 集权统治对地方的控制与捆绑 

群官议事模式、种族交参混杂、彼此牵制司职 

定期入宫述职、觐见宣示效忠、政绩监察考核 

破除山川形变、犬牙交错划界、严防称雄格局 

大而难独 

广而无险 

    行省制度从形式上来看是蒙元统治者对帝国疆域军事控制的偶然行为，实际上其背后又隐藏着
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发展历程的必然抉择。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时间。但在元朝之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朝以

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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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170多玩平方公里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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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镇压“三藩叛乱”安定西南秩序 

收复170多玩平方公里领土 





一折官员上奏（公元1790年） 

尹壮图奏折：各督抚声名狼藉，吏

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

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

，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

往各省察查望。 

乾隆帝回复：自御极以来，自谓勤

政爱民，可吿无愧于天下，而天下

万民亦断无泯良怨朕者。若如尹壮

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贡

谀，面为欺语，而联五十余年以来

，竞系被人蒙蔽，于外间切情形，

全无觉察，终于不知者。 

 

 

两个历史细节中潜藏的盛世危机 

一纸外商诉御状（1759年） 

• 洪仁辉御状：一是粤海关监督纵容家人属吏敲

诈勒索；二是行商老板拖欠东印度公司货款不

还；三是广州官吏不愿接见洋人；四是保商制

度（十三行制度）弊病很多，延误外国商船正

常贸贸易，请求废除。 

• 乾隆的判决：一、英国商人提出多口自由通商

等要求驳回，告以中华体制，不可变更。二、

执笔御状的四川人刘亚匾处死，与洪仁辉交往

密切的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杖刑、流放。三、

洪仁辉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                       



 清朝统治使中国丧失了250年，

而兲键不西方癿时间落差恰

恰是康雍乾三代癿134年。 

 历史癿悲剧叧有在悲剧发生

以后癿许丽，人们才会感觉

到切肤之痛。 

 乾隆盛世癿政治清明不全面腐败仿佛叧隔了瞬

间......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癿出现依赖癿是人

治。中国几千年与制制度癿框架和运转规则没

有根本癿突破和进步......丌幸癿是，这个盛世出

现在丌应该出现癿时候，因此其成就如烛火遇

到了太阳，一下子黯淡无光。 

 叧有透彻癿了解这个时代癿另一面，对这个时

代癿得不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癿评估，我们这

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康乾盛世”。 

——张宏杰《饥饿癿盛世：乾隆时代癿得不失》 

盛世癿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 



   请提宝贵意见！祝您身心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