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是一个纷争不断的时代，

也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2课

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



【课程标准】

1.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

动，理解战国变法运动的必然性；

2.了解老子、孔子学说；

3.通过孟子、荀子、庄子等了解“百家争

鸣”的局面及其意义。



公元前
770年

公元前1046年
武王伐纣，西周建立

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东迁洛
邑，东周开始

BC1046

公元前
1046年

BC770 BC475

公元前476年
春秋结束，
BC475进入战国

春 秋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自周平

王东迁洛邑到周敬王卒。因孔子所著《春
秋》书中记载的时间跨度与构成一个历史
阶段的春秋时代大体相当，所以后人就将
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春秋时期。

战 国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这一时期各国混战不休，故前
人称之为战国。把战国作为时
代名称，开始于西汉末年刘向
汇编的《战国策》。



壹 列国纷争与华夏认同



材料二：教材P10【史料阅读】

材料一：教材P9导言

请回答：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与西周统治相比，春秋战

国时期政治局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周王室衰微，宗法制、分封制遭到破坏，礼崩乐坏；
2.诸侯势力崛起；
3.权力下移（周天子→诸侯→卿大夫）；
4.社会动荡，国家分裂。



材料三：提到战争，人们往往与社会动荡、国家分裂等情况联
系在一起……春秋时期便处于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当时诸
侯林立，战争不断，大国争霸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但我们应
该看到，战争的积极意义占据主导地位。战争打破了各族间原
有的界限，为各族的交往、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马兴《春秋时期山西境内北狄的华夏化及其对
华夏族的影响》

请回答：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有哪

些影响？

消极：
社会长期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给人民造成深重灾难。
积极：

有助于结束分裂实现统一，促进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
流和融合，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促进了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民族认同的形成。



春秋时期四夷与华夏的区别主要在文化方面，他们的服饰、语言、
经济生活、风俗习惯都与华夏明显不同。……通过春秋时期的华夷之争，
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更加稳定和分布更广泛的族群，最终
到秦以后形成了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春秋中原各国因社会发
展较比邻的戎狄蛮夷先
进而自称“华夏”

在频繁交往和密切联系
中，战国之后，戎狄蛮
夷逐渐融入华夏族



请回答：仔细对比春秋列国形势图和战国形势图，分析春秋

与战国有哪些明显的区别？思考“华夏认同” 与战国形势图

有什么联系？

区别——春秋强国相继出现，战国强国同时存在；战国时期
的诸侯国比春秋时期的要少；战国时期修建了长城；从春秋
到战国，靠近中原地区的北戎、赤狄等民族消失了。
少数民族减少——中原各国社会发展比相邻的戎狄蛮夷先进
，周边少数民族认可先进的中原华夏文化，逐渐被同化，融
入华夏族，这便是“华夏认同”。



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诸侯国……夺权后的地主阶级，随着
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壮大。……边远
地区的秦楚燕等国的社会经济也发展到相当水平，新兴地主
阶级也逐渐壮大起来。然而这些诸侯国的政权仍然控制在旧
贵族手中。各国地主阶级的普遍发展壮大与贵族对立，必然
导致政治上的一场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就是各国的变法运
动。

——张文喜、刘焕曾《新编中国古代史》



贰 经济发展与变法运动



◎考古出土春秋时期的铁制农具和穿有鼻环的牛尊

1、农业：

随着私有观念的深入人心和铁农具的出现，农业生产由集体耕作的生产方式向个

体生产方式转变。铁农具的广泛应用，促使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井田

制遭到破坏，出现了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

——摘编自洪煜《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

①铁制农具开始使用，牛耕也得到推广。



②兴建水利灌溉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芍陂等。

◎都江堰及其工程示意图

◎
李
冰
父
子

……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

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

——《华阳国志·蜀志》



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货币

2、工商业

春秋战国冶铁场景构想图

①冶铁技术出现 ②货币流通广泛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

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

鸡走狗，六博踏鞠者。临淄

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

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

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史记·苏秦列传》

④涌现出一批中心城市③手工业技艺水平高

中山王“厝”墓出土的“错金银四
龙四凤铜方案”造型复杂、工艺精湛，
与中原艺术风格具有很明显的差别，这
些文物的出土也为人们揭开中山国的神
秘面纱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这件铜
方案的造型体现了鲜虞族的艺术风格和
民族智慧，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工艺
美术价值。



唯物
史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

井田制
（土地国有、集体生产）

分封、宗法制

生 产 力 及 经 济 基 础

木石骨农具

铁犁牛耕

水利工程

春
秋

战
国

井田制土崩瓦解
小农经济逐渐确立
（土地私有、以户生产）

分封、宗法制瓦解

社会大变革：
贵族政治逐渐瓦解→封建制度逐渐建立

西
周



风起云涌的变法运动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战国时期风

起云涌的各国变法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存

在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材料：自从进入春秋时期以
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阶级关系发生了升降
变化……在这一过程中，
“士”阶层崛起了。士阶层
本属于奴隶主贵族下层，受
过“六艺”的教育，具有政
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方面
的才能……各国国君为了争
霸战争、政权巩固，都急需
网罗文武人才，社会上兴起
“礼贤下士”的风气。



政治
动荡

诸侯争霸

礼崩乐坏

铁犁牛耕经济
发展 工商业繁荣

阶级
变动

士阶层崛起

变法必要性

变法可能性

变法运动



学习要求：
1、根据教材P11，归纳商鞅变法的内容。
2、结合商鞅变法的措施分析商鞅变法的
特点。
3、结合P11的学思之窗，谈谈你对商鞅变
法思想的认识。



奖励军功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废井田，开阡陌

废分封，行县制

什伍连坐

分异令（移风易俗）

经 济

军 事

政 治

习 俗

重
农
法
治

废
旧
立
新



【合作探究】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商鞅
变法思想的认识。

材料一：“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
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王充《论衡·书解篇》
材料三：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商君，其天资
刻薄人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残伤民以峻刑……君
之出也。

—— 《史记·商君列传》

(1)积极性：

①商鞅变法顺应历史潮流，集列国变法之长，是战国

时期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改革最为彻底的一次

变法。

②变法使秦国国富兵强，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2)局限性：轻罪重罚，压迫和剥削百姓等。



叁 孔子和老子

面对社会礼崩乐坏，诸
侯混战，对于政治重建孔子
与老子提出怎样的见解？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 ——《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

——《论语·颜渊》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

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春秋思想先声

孔子，名丘，字仲尼，
春秋晚期鲁国人。

民众：关爱他人

统治者：爱惜民力，顺应民心，“为
政以德”，通过以身作则的道德感化

来治理国家。

主张恢复西周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

承认制度随着时代变化应当有所改良

教育
①“有教无类”，打破贵族阶
层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推动
私学的发展。
②整理古籍



14

“仁者爱人”
道德、修养

“克己复
礼”规范、

准则

外在约束

他律

如何认识仁与礼的关系？

内在自觉

自律
“仁”

“礼”

课堂探究



17

老子——道家学派创始人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
原和规律;

朴素的唯物论思想

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

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



19

朴素的辩证法

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
的两个方面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
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矛盾双方可以互相转化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18

无为而治
小国寡民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

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

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

朴。 ”

甘其食，美其服，安
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
不相往来。



肆 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春秋战国

时期，知识分子中各种思

想流派的涌现及不同学派

争相发表见解、互相论战

的局面。



依据材料并结合教材，分析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

随着私学教育的出现，普通人也可以接受教育，知识传播面

更加广泛，直接催生了“士”阶层的兴起，促进了学术思想和知

识文化的广泛传播，刺激了思想文化的重组与更新。

……

列国在兼并形势下，竞相颁布优惠的人才政策，对不同的学

说采取宽松政策，意图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摘编自于凯《战国史》



1、“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

铁农具和牛耕推动生产力发展，井田制瓦解

时
代
背
景

经济

政治

阶级

教育

宗法分封制崩溃，诸侯争霸，各国变法。

“士”阶层活跃，游说讲学。

私学兴起。

物质基础

社会存在
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
期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

社会意识



学派 人物 主要思想

儒家

孟子

荀子

道家 庄子

阴阳家 邹衍

墨家 墨子

法家 韩非子
主张以法为工具管理国家，控制臣民，体现
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思想。

兼爱、非攻、尚贤、节俭
——代表平民阶级的利益

2、战国百家争鸣代表人物及主张

性善论；仁政；民贵君轻

性恶论；仁义王道；君舟民水；制天命而用
之（唯物思想）；隆礼重法

逍遥自由

相生相胜



材料：诸子的思想不是凭空想象得来，而是导源于西周的官学，
建构在一定文化基础之上的……战国后期，政治格局渐趋明朗，
统一势在必行。此时诸子学说整体表现出一种务实倾向，力求
可以切实地在当时的政治中运作……诸子之学的目的是一致的，
只是准则各异，方法不同罢了。他们的思想之所以具有生命力，
就在于他们具有共同的政治责任感，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着他们直面现实的苦难，积极逆
挽世运，以图天下大治。

——摘编自桓占伟《百家争鸣中的共鸣——以战国诸子
“义”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诸子之学方法不同，目的一致，都是为了天下大治和社会和
谐

阅读材料，指出其主要观点。进一步思考百家争鸣的意义？

百家争鸣是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争鸣

诸子之学在关注社会现实的过程中相互交流与融合



（1）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2）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3）成为后世中华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

儒家思想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
道家学说构成了2000多年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
法家思想中的变革精神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改革

图治的理论武器；
（4）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也形成兼容并包、宽容开放的特
点，对后世文化学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3.意义



你如何看待“诸子百家思想孰优孰劣”这一问题？

读孔得仁，读孟得义，读

老得智，读庄得慧，读墨得力

行，读韩得直面。

——易中天



“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繁荣的
鼎盛时代。诸子学说的不少命题成为后代学说的萌芽形态，
后代的学者大都从这里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论形式，进行改造
和发展的工作。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
影响：
①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阶级
关系变化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②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
了思想理论基础，成为后世中华思想文
化的源头活水，影响十分深远。





1.对下栏材料所反映的主张解读准确的是

A. 老子将万物本原归结为“道”   B. 孔子主张“性本善”“有教无类”

C. 法家主张以法为工具管理国家 D. 荀子从人性出发，主张隆礼重法

D



2．以下是对春秋时期两位思想家思想的表述：核心观念是“仁”，主张为政以

德；天地万物本原归结为抽象的“道”，思想中包含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据此判断，这两位思想家是（ ）

A．孔子和孟子 B．墨子和老子 C．孟子和庄子 D．孔子和老子
D

3．“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应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的（ ）

A．老子 B．孟子 C．庄子 D．韩非子

B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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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C

5．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礼贤下士，争相招揽人才，士人颇受

重用，当时出现了众多学说和学派，这些学派代表不同阶层的利

益，其中代表下层平民利益的学派是（ ）

A．儒家 B．法家 C．墨家 D．道家



6．“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

，清净为天下正。”这句话出自下列哪位思想家之口

A．孔子 B．孟子

C．韩非子 D．老子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