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主题二 古代中华文明的形成——秦汉 

【课程标准】 

通过了解秦朝的统一业绩和汉朝削藩、开疆拓土、尊崇儒术等举措，认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

及巩固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通过了解秦汉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农民起义，认识秦朝崩溃和两汉衰亡的原因。 

【阶段特征】 

秦汉时期（公元前 221 年-公元 220 年）——封建大一统时期。 

政治上：秦朝开始出现大一统局面，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包括中央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

制和地方的郡县制。汉承秦制，皇帝制度、郡县制、三公九卿制得以沿袭，并发展形成了“中外朝制度”,

地方上实行郡国并行制，导致了地方王国势力的壮大，最终酿成“七国之乱”；汉武帝时期采取“推恩令”

逐渐解决了“王国问题”，加强了中央集权。  

经济上：封建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牛耕推广，汉代出现了耧车和代田法。汉代的炼钢技术和青瓷制造

技术表明了手工业的进步。国家统一和政治安定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文化上：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国思想由法家向儒家转变，更能适应

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秦汉科技发达，造纸术的发明改进，《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是汉代的典型

科技著作。汉代在文学上出现了新的文体——赋（西汉骚体大赋；东汉散体小赋）。 

【知识清单】 

一、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 

1.秦统一的条件 

(1)人民愿望：长期战乱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人民渴望安定统一。 

(2)经济需求：各地域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政治分裂带来的阻碍。 

(3)地理条件：秦国地理位置优越，物质基础雄厚。 

(4)个人条件：数代秦王励精图治，广纳贤才，吏治较为清明。 

(5)综合国力：商鞅变法后，秦国奖励耕战，日益强盛。 

2.统一过程：从公元前 23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策略，相继灭掉东方六国，建立秦朝，

定都咸阳。 

3.巩固统一的措施 

(1)政治：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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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皇帝制：皇位世袭、皇权至上、皇权独尊。 

②中央：三公九卿制：三公是丞相(协助皇帝处理政事)、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太尉(主管军务)；九卿分

掌具体事务。 

③地方：郡县制：设郡、县两级行政机构，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免和考核；县以下设乡、里和亭，分别负责

管理民众和治安。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形成了中央垂直管理地方的形式，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2)巩固统一的措施：统一车轨、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修驰道、直道；颁行法律，编制户籍，迁徙六国贵

族豪强，整顿社会风俗。 

(3)统一的意义 

①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国家，奠定了此后历代的基本版图。 

②确立的政治体制，被以后的王朝长期沿用，影响深远。 

③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 

4.秦的速亡 

(1)原因 

①秦的暴政使社会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 

②秦末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揭开了反秦的序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项羽、刘邦等领

导的反秦势力日益壮大。 

(2)结果：公元前 207年，刘邦军队进占咸阳，秦朝灭亡。 

二、西汉与东汉的统治 

(一)西汉的统治 

1.西汉的建立：公元前 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2.西汉初期的统治 

(1)政治 

①中央：汉承秦制，有所损益。 

②地方：采取郡县与分封并行体制。 

③王国问题初步解决：汉景帝“削藩”和平定“七国之乱”。 

(2)经济：采取“与民休息”政策，出现“文景之治”。 

(3)思想：尊奉黄老无为思想。 

3.汉武帝时西汉的强盛 

(1)政治 

①设置中朝，加强皇权，削弱丞相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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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颁行“推恩令”，成功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③实行察举制，确立新的官吏选拔制度。 

④设置刺史，负责对郡级官员及子弟和豪强势力巡视监察。 

⑤任用酷吏，严厉打击社会势力的不法行为。 

(2)经济 

①改革币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 

②实行盐铁官营，由政府垄断盐、铁的生产和销售。 

③推行均输平准，国家插手并经营商业贸易，平抑物价。 

④抑制工商业者，向他们征收财产税。 

(3)思想：尊崇儒术，设五经博士，儒学独尊地位确立，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4)稳固边疆开拓疆域 

①任用卫青、霍去病为将，夺取了阴山以南和河西走廊的大片区域。 

②在河西走廊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 

③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道路(丝绸之路)。 

④公元前 60年设置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 

(二)东汉的统治 

1.东汉的建立：25年，西汉宗室刘秀重建汉朝，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2.光武中兴 

(1)措施：增强尚书台的作用；严格控制外戚干政；裁并郡县，裁减官吏，节省开支；整顿吏治，惩处贪污

腐败；清查全国垦田、户口数量；释放奴婢；重视儒学。 

(2)结果：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史称“光武中兴”。 

3.衰落 

(1)原因： 

①东汉中期以后，出现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局面。 

②“党锢之祸”加剧了政治危机。 

③豪强地主势力发展迅速，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2)结果：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地方出现了军阀割据局面，东汉政权名存实亡。 

(三)两汉的文化 

领域 时期 代表性成就 特点或历史地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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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西汉 司马迁《史记》 

(1)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 

(2)是一部兼具史学和文学特色的不朽名著 

东汉 班固《汉书》 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文学 汉代 

汉赋 是一种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文体，讲究铺陈排比，辞藻华丽 

乐府诗 很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 

五言诗 东汉民间流行，语言朴实、生动，传播广泛 

科技 

战国至 

西汉 
《黄帝内经》 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 

东汉 

《神农本草经》 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药物学专著 

《九章算术》 在中国数学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蔡伦改进 

造纸术 
推动纸成为主要书写材料，大大促进了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真题训练】 

一、秦汉时期的政治 

1．（2019·全国Ⅱ卷高考·24）战国后期，秦国建造了一批大型水利工程，如郑国渠、都江堰等，一些至

今仍在发挥作用。这些工程能够在秦国完成，主要是因为 

    A．公田制度逐渐完善   B．铁制生产工具普及    C．交通运输网络通畅   D．国家组织能力强大 

【考点】秦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国家组织能力 

【解析】由材料‚战国后期，秦国建造了一批大型水利工程，如郑国渠、都江堰等‛可知商鞅变法后秦

国建立了集权统治，推动国家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故选 D 项；战国后期，

井田制遭破坏，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公田制度是受到破坏而非完善，排除 A 项；战国时期铁农

具推广，秦汉时期得以普及，排除 B 项；秦统一六国后修筑驰道直道，加强了交通运输，排除 C 项。 

【答案】D 

2．（2019·全国Ⅰ卷高考·25）汉武帝时，朝廷制作出许多一尺见方的白鹿皮，称为“皮币”，定价为 40

万钱一张。诸侯王参加献礼时，必须购皮币用来置放礼物，而当时一个“千户侯”一年的租税收入约

为 20 万钱。朝廷这种做法 

    A．加强了货币管理    B．确立了思想上的统一    C．削弱了诸侯实力    D．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 

【考点】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解析】据材料‚定价为 40 万钱一张。诸侯王参加献礼时，必须购皮币用来臵放礼物‛可知对诸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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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进行限制，进而削弱诸侯实力，故选 C 项；材料‚称为‘皮币’‛，而且有定价的，说明不

是货币，排除 A 项；材料仅涉及经济方面，不是思想上的统一，排除 B 项；材料‚‘千户侯’一年的

租税收入约为 20 万钱‛说明地方仍旧享有租税权，所以没有实现对地方的控制，应该只是加强控制而

已，排除 D 项。 

【答案】C 

3．（2017·全国Ⅰ卷高考·25） 

表 1 

皇帝纪年 公元纪年 郡级政区 

汉高帝十二年 前 195 年 15 郡 

汉文帝十六年 前 164 年 24 郡 

汉景帝中六年 前 144 年 68 郡、国 

汉武帝元封五年 前 106 年 108 郡、国 

表 1 为西汉朝廷直接管辖的郡级政区变化表。据此可知 

A．诸侯王国与朝廷矛盾渐趋激化       B．中央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 

C．朝廷解决边患的条件更加成熟       D．王国控制的区域日益扩大 

【考点】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西汉中央集权的加强 

【解析】汉景帝时，因削藩而引起七国之乱，使诸侯王国与朝廷间的矛盾空前激化，七国之乱的平定加

强了中央集权，此后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所以汉景帝以后诸侯王与朝廷矛盾

并不是渐趋激化，故 A 项错误；表中涉及的郡国属于地方行政机构，而非中央行政体制，故 B 项错误；

汉武帝通过推恩令等措施，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使直接管辖的郡国迅速增多，中央集权更加巩固，

为解决边患问题奠定基础和解除后顾之忧，故 C 项正确；汉武帝时直辖的郡级政区越来越多，结合汉

武帝的集权措施，可知王国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小，故 D 项错误。 

【答案】C 

4．（2019·全国Ⅲ卷高考·40）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 分） 

材料一  从公元前 1 世纪建立，到公元 4 世纪末分裂，罗马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设臵行省管

理意大利半岛之外的地区。罗马民族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意大利以外的人（希腊人除外）被称为

‚蛮族‛。什么是罗马民族呢，那就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他们在语言、经济和文化上关系密切，也

是共同打下帝国天下的核心力量。据一种比较适中的估计，整个帝国人口约 5400 万，意大利约有人口

600 万。行省拥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不断成熟的罗马法通行于帝国全境，但整个帝国的罗马化程度很

浅，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在帝国东部只在政府机关和城市中通行，广大农村则仍是各自语言的世界。 

    ——摘编自刘家和、王敦书《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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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至东汉末，全国百余郡，实施统一制度、法令。通过察举制度的实施，

构建起研习儒经、崇尚教化、执行统一政策的士大夫官僚队伍。汉朝盛时‚编户齐民‛有 5900 多万人，

儒家倡导的忠义孝悌等伦理，成为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汉朝境内的百姓，不复以‚燕人‛‚齐人‛

‚秦人‛相区别，而是‚某郡某县‛人，他们虽方言有异，却使用着统一的不因语言差异而改变的文

字。经历两汉四个多世纪的统治，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在先秦以来

华夏融合的基础上，汉朝境内的人们逐渐被称为‚汉人‛。 

     ——据《汉书》《后汉书》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帝国与汉朝在国家治理上的异同。（1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朝国家治理对中国历史的意义。（9 分） 

【考点】（1）罗马法；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汉朝国家治理 

（2）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汉朝国家治理 

【解析】（1）第一小问相同点，根据材料一‚从公元前 1 世纪建立，到公元 4 世纪末分裂，罗马帝国

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材料二‚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至东汉末，全国百余郡，实施统一制度‛可

以得出这两个国家都建立了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制定了统一的法律，建立起行政管理制度。

第二小问不同点，根据材料一‚设臵行省管理意大利半岛之外的地区。罗马民族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

位….行省拥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材料二‚构建起研习儒经、崇尚教化、执行统一政策的士大夫官僚

队伍‛可得出汉朝郡县严格执行统一的制度法令，罗马帝国行省权力较大，材料一‚整个帝国的罗马

化程度很浅，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在帝国东部只在政府机关和城市中通行，广大农村则仍是各自语

言的世界‛材料二‚虽方言有异，却使用着统一的不因语言差异而改变的文字‛可得出汉朝实现了文

字统一，罗马帝国未能实现语言文字的统一，材料一‚不断成熟的罗马法通行于帝国全境，但整个帝

国的罗马化程度很浅‛材料二‚儒家倡导的忠义孝悌等伦理，成为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可得出汉朝

强调教育、教化和伦理规范的作用，罗马帝国重视法律的作用等，材料一‚罗马民族在政治上处于主

导地位，意大利以外的人（希腊人除外）被称为‚蛮族‛。‛材料二‚‚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

在先秦以来华夏融合的基础上，汉朝境内的人们逐渐被称为‚汉人‛。‛可得出汉朝制度上对各地区

民众同等对待，罗马帝国境内民族区别对待较明显等不同。 

（2）据材料二‚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至东汉末，全国百余郡，实施统一制度‛和所学知识可得出确

立了中国的基本疆域和创立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基本模式；据材料二‚在先秦以来华夏融合的基础

上，汉朝境内的人们逐渐被称为‘汉人’可得出强化了民族认同；据材料二‚汉朝盛时……儒家倡导

的忠义孝悌等伦理，成为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可得出形成了追求统一的价值观。 

【答案】（1）同：建立了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制定了统一的法律；建立起行政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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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汉朝郡县严格执行统一的制度法令，罗马帝国行省权力较大；汉朝实现了文字统一，罗马帝国

未能实现语言文字的统一；汉朝强调教育、教化和伦理规范的作用，罗马帝国重视法律的作用；汉朝

制度上对各地区民众同等对待，罗马帝国境内民族区别对待较明显。 

（2）意义：确立了中国的基本疆域；强化了民族认同；形成了追求统一的价值观；创立了中国古代治

国理政的基本模式。 

5．（2018·全国Ⅰ卷高考·45）【历史——选修 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5 分） 

材料  汉武帝的诸多统一政策中，包含年号的制定。此前的纪年方法是，将新君即位后的第二年作为

元年，以在位年序纪年。皇帝在位时没有特定的名号，如汉景帝在位的第三年即称为‚二年‛，与其

他皇帝的‚二年‛难以区分。此外，诸王国各以诸侯王之年纪事，更易产生混乱。汉武帝首次‚封禅‛

泰山时，创制了‚元封‛年号，将当年称为‚元封元年‛。朝廷所定的年号通用于全国所有地方，后

世根据年号也能明白是哪一年。此后，直到清朝末年，年号制都被沿用，且影响到朝鲜、日本、越南

等国。 

——据（日）宫崎市定《中国史》等 

（1）根据材料，说明汉武帝改革前后纪年方法的区别。（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年号制改革的历史意义。（9 分） 

【考点】汉武帝年号制改革 

【解析】（1）根据‚将新君即位后的第二年作为元年，以在位年序纪年‛‚诸王国各以诸侯王之年纪

事‛得出原纪年法以君主在位年序纪年，皇帝、诸侯王各自纪年；根据‚创制了‘元封’年号，将当

年称为‘元封元年’。朝廷所定的年号通用于全国所有地方‛得出年号制以年号纪年，年号全国各地

通用。 

（2）根据‚后世根据年号也能明白是哪一年‛得出方便纪年；根据‚此后，直到清朝末年，年号制都

被沿用‛得出长期使用，影响深远；根据‚影响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得出传播到其他国家，为

世界文明做出贡献；根据‚诸王国各以诸侯王之年纪事‛‚朝廷所定的年号通用于全国所有地方‛结

合所学可知以年号纪年有利于君主集权和维护国家统一。 

【答案】（1）区别：原纪年法以君主在位年序纪年，皇帝、诸侯王各自纪年；（3 分）年号制以年号纪

年，年号全国各地通用。（3 分） 

（2）意义：方便纪年；（2 分）有利于君主集权和维护国家统一；（3 分）长期使用，影响深远；（2

分）传播到其他国家，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2 分） 

二、秦汉时期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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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全国Ⅲ卷高考·25）东汉末年，曹操在许下和各地置田官，大力发展屯田，以解决军粮供应、

田亩荒芜和流民问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曹操实行屯田，客观上 

A．助长了大土地所有制               B．推动了农业商品化进程 

    C．促进了中原人口南迁               D．缓和了社会的主要矛盾 

【考点】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东汉末年的屯田制 

【解析】据材料‚解决……流民问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可知流民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

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故选 D 项；大土地所有制是相对于小土地私有制而言，就是一个地主、领土或

贵族私人掌握大量土地，据材料‚大力发展屯田，以解决军粮供应‛可知是军屯，结合所学军屯属于

国家所有制，排除 A 项；材料‚解决军粮供应‛说明粮食不是用来销售，排除 B 项；材料‚解决……

流民问题。‛说明屯田制有利于减少南迁，排除 C 项。 

【答案】D 

2．（2020·山东高考·2）先秦至西汉前期，山东东部地区得“鱼盐之利”，总体上是商业活跃的地方。

西汉中期以后，这一地区的商人活动开始步入低谷。这是由于西汉政府 

A．重视关中地区经济发展                B．强化了经济控制 

    C．开通了丝路贸易                      D．以儒家义利观教化百姓 

【考点】‚重农抑商‛政策——西汉政府的抑商政策 

【解析】根据材料‚先秦至西汉前期，山东东部地区得‘鱼盐之利’……西汉中期以后，这一地区的商

人活动开始步入低谷‛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这是由于西汉政府推行‚盐铁官营‛政策，由官府直接

组织食盐生产、运输和经营，打击了山东东部地区渔业盐业等工商业的优势，故选 B 项；西汉政府‚重

视关中地区经济发展‛推动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材料所述‚山东东部地区商业低谷‛ 无关，排除

A 项；西汉政府‚开通了丝路贸易‛有利于促进商业的发展，并非‚山东东部地区开始步入商业低谷‛

的原因，排除 C 项；儒家义利观强调重义轻利，义以为上，以义克利等义利思想，涉及主体为义利关

系，影响整个宏观的汉代经济，与材料所述‚山东东部地区商业低谷‛ 不符，排除 D 项。 

【答案】B 

3．（2018·全国Ⅱ卷高考·25）西汉文景时期，粮食增产，粮价极低，国家收取的实物田租很少甚至免除，

但百姓必须把粮食换成钱币，缴纳较高税额的人头税。富商大贾趁机操纵物价，放高利贷，加剧了土

地兼并、农户流亡。这反映出当时 

A．重农抑商政策未能实行             B．自耕农经济发展受阻 

C．粮价低抑制了生产热情             D．富商大贾操纵税收 

【考点】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汉代土地兼并与自耕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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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重农抑商的政策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封建社会基本沿用这一政策，故 A 项错误；由材料‚加剧

了土地兼并、农户流亡‛可知货币税收加重了富商大贾对自耕农的剥削，因而影响自耕农经济的发展，

故 B 项正确；材料强调的是税收情况而非农民的生产热情，故 C 项错误；由材料‚富商大贾趁机操纵

物价‛可知富商大贾操纵物价而非税收，故 D 项错误。 

【答案】B 

4．（2017·全国Ⅲ卷高考·25）《史记》记载，西汉前期，从事农牧业、采矿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人，通

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而致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这反映了当时 

A．义利观发生根本改变       B．朝廷注重提高工商业者地位 

C．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D．地方豪强势力控制了郡县 

【考点】古代中国的经济——西汉前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解析】义利观是指如何看待道义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材料中反映了西汉时期很多人‚通过自己的

努力和智慧而致富‛，而没有提到当时人道义理念的变化，也没有说明两者的关系，故 A 项错误；材

料主要强调工商业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致富，而且西汉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朝廷不可能注重

提高工商业者地位，故 B 项错误；根据‚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可知很多

人发家致富，说明当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故 C 项正确；‚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

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富有，而这些富人并非都是豪强地主，财富多也不能说明控制了郡县，故 D 项错误。 

【答案】C 

5．（2020·山东高考·16）（12 分）图 5、图 6、图 7 是中国古代三个历史时期（东汉永和五年、唐天宝

元年、明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密度图。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图 5                                   图 6 

http://www.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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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 

分别提取图 5、图 6、图 7 的人口分布信息，并据此说明与其相对应的历史时期。（12 分） 

【考点】东汉、唐代、明代政治和经济重心的变迁及人口分布 

【解析】本题通过给出三副不同时期的人口分布图，从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变化这个小切口切入，考察历

史上不同时期政治和经济重心的变迁。根据图 5 可知：南北人口密度差异明显，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

密度最高，南方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低。这与东汉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南方经济欠发达的状况相

吻合。据此判定图 5 为东汉（永和五年）。根据图 6 可知：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在长江下游地区（江

浙地区），其中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人口数 10-150 之间的地区为江苏地区，这与明初政治中心在南

京，南方经济发达的状况相吻合。据此判定图 6 为明代（洪武二十六年）。根据图 7 可知：黄河中下

游、长江下游地区人口密度都相对较高。这与唐朝政治中心在北方，江南经济不断开发的状况相吻合。

据此判定图 7 为唐代（天宝元年）。 

【答案】图 5：南北人口密度差异明显，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密度最高，南方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低。

这与东汉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南方经济欠发达的状况相吻合。据此判定图 5 为东汉（永和五年）。

图 6：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在长江下游地区（江浙地区）。这与明初政治中心在南京，南方经济发达的

状况相吻合。据此判定图 6 为明代（洪武二十六年）。图 7：黄河中下游、长江下游地区人口密度都相

对较高。这与唐朝政治中心在北方，江南经济不断开发的状况相吻合。据此判定图 7 为唐代（天宝元

年）。 

三、秦汉时期的科技与文化 

1．（2020·全国Ⅱ卷高考·24）据史书记载，角抵（摔跤）“盖杂技乐也，巴俞（渝）戏、鱼龙蔓延（百

戏节目）之属也”。秦二世曾在宫中欣赏。汉武帝在长安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角抵表演，长安百姓“三

http://www.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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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内皆观”，他也曾用角抵表演欢迎来长安的西域人。据此可知，当时角抵 

A．促进了川剧艺术的发展             B．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C．推动了丝路文化的交流             D．源于民间的劳作技能 

【考点】古代中国的体育运动——秦汉角抵运动 

【解析】由材料‚秦二世曾在宫中欣赏，汉武帝在长安举行两次大规模的角抵表演‛、‚长安百姓三百

里内皆观‛、‚用角抵表演欢迎来长安的西域人‛可知从秦二世到汉武帝，从贵族统治者到普通民众、

乃至从汉人到西域人对这一运动项目的喜爱，体现了角抵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故选 B 项；材料主要

提及秦汉时期的角抵表演，无法体现它促进了川剧艺术的发展，排除 A 项；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

材料还提及到秦二世，时间不符，排除 C 项；角抵最初是一种作战技能，后来成为训练兵士的方法，

又演变为民间竞技，不是劳作技能，排除 D 项。 

【答案】B 

2．（2019·全国Ⅱ卷高考·25）西汉初期，道家学说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各家学说的精髓；后来董

仲舒的儒家学说也吸收阴阳五行、法、道等各种思想。促成当时学术思想上呈现这种特征的主要因素

是 

    A．王国势力强大                     B．百家争鸣局面的延续 

    C．现实统治需要                     D．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 

【考点】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解析】由材料‚西汉初期，道家学说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各家学说的精髓；后来董仲舒的儒家

学说也吸收阴阳五行、法、道等各种思想‛可知道家和董仲舒的儒家学说都兼采众家之长以适应现实

统治的需要，故选 C 项；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弱了诸侯国的势力，排除 A 项；

秦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奉行法家学说，打破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排除 B 项；文化政策是国家对

于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制度性规定，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排除 D 项。 

【答案】C 

3．（2018·全国Ⅲ卷高考·4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材料  表 4  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古今人表》中的部分人物及相应等级 

上上 

（圣人） 

上中 

（仁人） 

上下 

（智人）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愚人） 

尧、舜 

周文王 

孔子 

孟子 

屈原 

荀子 

子贡 

范蠡 

廉颇 

老子 

商鞅 

韩非 

齐恒公 

吕不韦 

荆轲 

秦始皇 

李斯 

陈胜 

宋襄公 夏桀 商纣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对表 4 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予以说明。（要求：看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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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 

【考点】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解析】先依据材料拟定一个题目，史学家的历史观受到主流思想的影响。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表

格中上上、上中人物的分布看，儒家思想的创立与发展者都居很高的等级，被称为圣人和仁人，受到

推崇，而不符合儒家仁政思想的的暴君夏桀、商纣受到批判。同时也要看到班固的历史观也有所突破，

如在重农抑商的背景下，私商的代表子贡、范蠡也被称为智人，得到肯定。言之有理即可。 

【答案】示例 看法：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的《汉书·古今人表》的等级划分体现了儒家理想化的政治

诉求。 

说明：班固在《汉书》中将尧、舜、周文王等圣君，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先秦儒学家，屈原、范蠡、

廉颇等贤臣列为上等人；将老子、韩非等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齐桓公、秦始皇等开创性的君主，商

鞅、李斯等名臣列为中等人；将宋襄公等失败的霸主，夏桀和商纣等王朝的末代暴君列为下等人，充

分体现了儒家“明君+贤臣”的理想政治诉求，这是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对史学影响的必然反映。 

【考点梳理】 

根据 2017-2020 年高考真题的训练，请自主梳理与填写高频考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消化落实。 

类型 高频考点自主梳理 

秦汉的政治 

 

 

 

 

秦汉的经济 

 

 

 

 

秦汉的科技与文化 

 

 

 

 

【高考预测】 

1．（2021·天一大联考“皖豫名校联盟体”高三第一次考试）有学者说，春秋战国时代是工商业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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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时代。然而，经法一阵剧烈奔跑后，中国的经济平静下来，开始慢步挪移。造成“慢步挪移”

的主要因素是 

A．政治局势的长期动荡               B．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 

C．统治者忽略经济发展               D．重农排商政策强制推行 

【答案】B 

【解析】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农

经济逐步形成，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封闭性、保守型、脆弱性等弱点，导致手工业、商业发展缓慢，

故选 B 项；秦朝的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诸侯割据的动荡局势，排除 A 项；‚统治者忽略

经济发展‛不符合史实，经济发展事关国家赋税，排除 C 项；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就已经推行了重农

抑商政策，排除 D 项。 

2．（2021·湖北武汉部分学校高三起点质量检测）秦始皇二十八年琅玡台刻石中，具有“列侯”“伦侯”

等爵位的王离、赵亥等，置于“丞相”隗状、王绾等前面。这说明秦代 

A．诸侯割据依然残存                 B．官员选拔程序严格 

C．武人政治特点鲜明                 D．中央官制初具规模 

【答案】C 

【解析】据材料信息可知，秦始皇时期‚侯‛爵地位高于‚丞相‛，结合秦重武力，以军功授爵的方式，

故选 C 项；秦朝统一全国，行郡县制，排除 A 项；材料不涉及官员选拔程序问题，排除 B 项；材料中

‚列侯‛‚伦侯‛等爵位并非中央官制，排除 D 项。 

3．（2021·天一大联考“顶尖计划”高三第一次考试）考古发掘显示，秦朝的阿房宫只是没有建成的“半

拉子”工程，这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有关“阿房宫未成”的记载。这说明 

A． 《史记》记载的历史完全可信        B．考古能够完全还原历史的真相 

C．历史文献对考古具有指导作用        D．考古发现有助于印证历史记述 

【答案】D 

【解析】考古显示的未完工的工程证明史籍记载的可信，故选 D 项；材料不能体现《史记》记载的历史

‚完全‛可信，排除 A 项；考古是不‚能够完全‛还原历史的真相，排除 B 项；材料体系是考古队文

献的作用，排除 C 项。 

4．（2021·天一大联考“顶尖计划”高三第一次考试）汉初，年收入 20 万钱的富商大贾多称为“素封（无

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人）”之家；汉武帝期间这些“素封”之家几乎消亡殆尽。这一变化表明 

A．长期战争摧残了经济               B．国家的赋税日益加重 

C．私营工商业走向衰退               D．刺史对豪强监察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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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汉武帝时盐铁官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使私营工商业走向衰退，故选 C 项；汉武帝时期没有长期

的战争，排除 A 项；汉武帝时期赋税没有日益加重，排除 B 项；设刺史对地方监察加强，不只是针对

豪强，排除 D 项。 

5．（2021·天一大联考“皖豫名校联盟体”高三第一次考试）表 1 

元初六年（119 年）‚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 卷 5 

元嘉元年（151 年）‚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 卷 7 

建宁四年（171 年）‚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熹平二年（173 年）‚使使

者巡行，致医药‛；光和二年（179 年）‚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卷 8 

表 1 是摘自《后汉书》的资料。这反映了东汉时 

A．人们的健康状况比较差             B．朝廷重视医药学的发展 

C．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监察             D．政府积极应对疾疫发生 

【答案】D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东汉时期政府派遣光禄大夫、中谒者、常侍等重要官员到全国各地‚巡行‛，

送医送药，这反映了东汉时期政府积极应对疾疫的发生，故选 D 项；政府送医送药并不能说明民众健

康状况比较差，排除 A 项；材料没有涉及医药的学术研究，排除 B 项；材料没有涉及对地方的监察，

排除 C 项。 

6．（2017·全国Ⅲ卷高考考前模拟预测一）（12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根据图片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综合两幅图片信息概括出一个观点并加以说明。（12 分。要求：符合

史实，逻辑正确，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解析】根据两幅图片，提取出一个观点然后加以说明，如可以从交通改善与多民族国家中央集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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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之间关系的角度考虑，也可以从人口分布与丝绸之路的角度考虑，然后加以说明即可，如观点：中

国古代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加强多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 

说明：根据图片‚汉朝的路网‛可以发现汉朝的国都修建了道路通往四川盆地和西域。结合汉朝的史

实，公元前 60 年，西汉中央政权设立西域都护府，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修建通往西域

的道路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域的军事和行政管理，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的交流。四川盆地的

成都平原是‚天府之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与中原沟通不便，交通路网的建立有利于中央

政府加强对成都平原的管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因此西域和四川盆地的人口与其他边远地区相

比较，人口相对集中。 

【答案】观点：中国古代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加强多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4 分） 

说明：根据图片“汉朝的路网”可以发现汉朝的国都修建了道路通往四川盆地和西域。结合汉朝的史

实，公元前 60 年，西汉中央政权设立西域都护府，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修建通往西域

的道路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域的军事和行政管理，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的交流。四川盆地的

成都平原是“天府之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与中原沟通不便，交通路网的建立有利于中央

政府加强对成都平原的管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因此西域和四川盆地的人口与其他边远地区相

比较，人口相对集中。（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