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世界范围内，关于文明的定义有上百种之多，具
体到社会发展史角度，就是指人类社会何时进入到国家
形态。

——摘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集萃》

国家是在一定社会发展基础上形成并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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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石器时代）

170万年前—BC2070年

奴隶社会(青铜时代)

BC2070年－BC476年

夏：前2070年-前1600年 建立
商：前1600年-前1046年 发展
西周：前1046-前771年 强盛
春秋：前770-前476年 衰亡

部落联盟
氏族公社
神话传说

战国（前475年—前221年）封建社会形成

秦朝（前221年—前207年）第一个大一统封建国家

两汉（前202年—220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初步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220—589年）国家分裂与民族融合

隋、唐（581—907年）封建社会的繁荣

五代辽宋夏金元（907—1279年）民族融合加强和封建经济发展

明清前期（1368—1840年）统一多民国家巩固与封建社会由盛而衰

古
代
中
国

封建社会
（铁器时代）
BC475年--1840年



第一课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

普通高中历史教科书必修《中外历史刚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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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人类分布基本特点？

分布广泛，但主要是沿黄河、长江分布

新时期文化遗存分布有何特点？

分布广泛、多姿多彩，多元一体，中原核心

一、寻中华文明之源：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



石
器
时
代

旧石器 新石器

时间

代表遗存

生产方式

社会阶段

旧石器（打制）

1万年以前

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

渔猎、采集、狩猎、群居，
会用火

原始人群—母系氏族
（晚期）

新石器（打磨结合）

1万年以来

仰韶、大汶口、河姆渡龙
山，红山，良渚

定居，种植粟、水稻，刀耕火
种，饲养家畜，彩陶-黑陶-玉
器，养蚕缫丝

母系氏族---父系氏族
（晚期5000年）

生产力

生产关系

生产力：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主要表现为生产工具的革新。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
的形式，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前者是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水
平决定的。

一、中华文明之源：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和文化遗存

文化遗址 年代 地点 社会发展

仰韶文化

大汶口文化

河姆渡文化

龙山文化

红山文化

良渚文化

距今约7000——5000年

距今约5000年

黄河中上游
彩绘陶器，以粟为主要栽培
作物。

种植水稻，并且掌握了养
蚕缫丝技术。

黄河下游

长江下游

黄河流域

北方辽河上游

长江下游

代表器物是黑陶

代出土精美的玉器，并且出
现较大规模的祭坛和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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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文明之源：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

典型代表：

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

北京人：距今约70——20万年

母系氏族公社 父系氏族公社

新石器时代（打磨结合制作石器）

早期，距今约7000——5000年
典型代表：
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
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

晚期，距今约5000年

典型代表：

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

辽河上游：红山文化

长江下游：良渚文化

以打制方法制作石器的时代，
距今约250万年～约1万年前。
主要特征：打制石器、从事渔猎
和采集、群居生活，元谋人、北
京人已学会用火。

以打磨结合方法制作石器的时代

大约从一万多年前开始，到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

主要特征：打磨结合制作石器、陶器、原始农业、饲养家畜

原始人群

氏族成员
共同劳动、成果共享

氏族间联系紧密，形成部落和部落联盟，
私有制产生，阶级分化明显，出现权贵
阶层，停过战争扩大权力和财富

小
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