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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一 聚焦八大社会转型，贴近高考宏观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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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1 时代“大变革”走向“大一统”——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 

主题 2 机遇挑战初露近代曙光——明清时期的社会转型 

主题 3 救亡图存奔向民主共和——甲午战争后至五四运动前的社会转型 

主题 4 沧桑巨变踏上新征程——新中国过渡时期的社会转型 

主题 5 经济腾飞助推民族复兴——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 

主题 6 制度创新世界“理性”时代——17～18 世纪欧美的社会转型 

主题 7 工业文明世界“狂飙”时代——两次工业革命后的社会转型 

主题 8 多元并存世界“剧变”时代——20 世纪人类现代化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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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1| 时代“大变革”走向“大一统”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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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转型期。这一时期，发端于生产力的提

高，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西周成型的

我国古代早期文明被以小农经济、中央集权为特点的我国古代文明所取代，对后

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政治、思想联系非常密切，是高考最常见的命题切入

点，经常命制通史综合类的试题。 

分说——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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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 

铁器牛耕开始使用并逐渐推广，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确

立，小农经济形成。 

2．手工业 

发明冶炼生铁和钢的技术(春秋)；打破了官府垄断工商业的局面；手工业形成官营、民营、家

庭三种经营形态。 

3．商业：出现私商和繁荣的商业中心。 

4．经济政策：重农抑商(商鞅)。 

一、封建经济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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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得到发展，分封制失去了存在

的经济基础。 

(2)诸侯争霸打破了宗法分封秩序，各国纷纷进行改革，推动了中央集权制的

形成。 

(3)法家思想的出现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封建制度确立
1．中央集权制度的出现(原因)



2017版高三二轮复习与策略

上一页 返回首页 下一页

2．贵族的衰落和平民的兴起 

(1)贵族的衰落：随着井田制和分封制的瓦解，西周时期形成的贵族阶层逐渐

失去了政治特权，经济上日趋衰落。 

(2)平民的兴起 

①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拥有大量土地的平民地主兴起，他们是推动春秋

战国时期改革的主要力量。 

②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活跃，大批富裕的商人成为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

的阶层。 

③频繁的战争，使一批拥有治国或者军事才能的平民跻身统治阶层，推动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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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家争鸣 

1．背景 

 
(1)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经济迅速发展。
(2)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士”阶层活跃，追求实现“治国平
天下”的政治愿望。
(3)私学兴起，文化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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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代表着中国哲学的思想特点，提出

了“道”为世界的本原和辩证法的思想，阐发出“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3)法家：法家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备受当时各诸侯国的重视。 

3．影响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史上的

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 

2．主要流派
(1)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阐发了以德治国、
“仁政”等治国思想，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代表。



2017版高三二轮复习与策略

上一页 返回首页 下一页

总览——规律认识 

1．任何社会变革都以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为根本推动力，春秋战国时期铁犁

牛耕的使用推广是该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变革的根本动力。 

2．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推动了社会转型的加速发展，诸侯国为增强本国

实力，致力于改革，增加生产，注意笼络人才，这些措施大部分适应了历史发展

的潮流，从而加速了社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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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一次社会转型都会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西周实行分封制形成的贵族阶

层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中趋于衰落，新兴的平民阶层逐渐成为历史舞台的

主角，新旧政治势力的斗争贯穿于社会转型的始终。 

4．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非常深远，精耕细作的小农

经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强调“仁政”的儒家思想、主张辩证思维的道家思

想奠定了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思想和哲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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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针对训练 

1．历史学家童书业说：“春秋中期以后，封建组织渐渐向统一国家转移，因

之宗族观念的一部便被国家观念所取代；到了战国，‘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大张，

于是世族制度便不由得不完全崩溃了。”材料所述现象表明(  ) 

A．国家观念的兴起     B．官僚政治的完善 

C．宗法制度的衰落  D．中央集权的成熟 

C [由材料信息“因之宗族观念的一部便被国家观念所取代”“世族制度便不

由得不完全崩溃了”可知，材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度的衰落，故 C 项正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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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国时期，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主要针对旧贵族，认为楚国的弊端是“大臣

太重，封君太众”，必须清除。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日绳秦国贵公子”，并规

定“宗室非有军功者，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

这些改革措施根本上是为了(  ) 

A．加强中央集权  B．消灭旧贵族 

C．实现以法治国  D．废除分封制 

A [吴起认为楚国的弊端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分封制导致地方权力过

大，必须废除；商鞅变法“日绳秦国贵公子”，推行以法治国，以军功爵制取代贵

族世袭特权，打击旧贵族；B、C、D 三项都属于材料中改革的目的，但根本上都

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故选 A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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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木工技术得到迅速发展，锯子、刨子、钻子等木工

器械都是这一时期发明的。这些发明主要得益于(  )  

A．商品经济的发展  B．井田制的瓦解 

C．冶铁技术的进步  D．精耕细作技术的成熟 

C [依据常识及汉字的偏旁可知“锯子、钻子”等木工器械的核心部分都是金

属，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金属就是铁，故木工器械的发明主要得益于冶

铁技术的进步，故 C 项正确；A、B、D 三项与木工器械的发明、木工技术的进步

无直接关系，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