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单元

夏商周时期：
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是奴隶

社会，它开创的王位世袭制，为以后历代王朝所

承袭。随后的商朝，创造了以青铜器、甲骨文为

特征的文明成就。到了西周时期，统治者实行分

封制，通过各级贵族维系国家的统治。而在春秋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争斗日益激烈，周天

子的统治权威衰落，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与巨变之

中，兼并战争、制度变革和思想学术的繁荣，成

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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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传子，家天下。”这是古时的《三字经》中对夏朝

的描述。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王朝的产生。后继的商

王朝和周王朝，国家的地域更为扩大，建立了各项制度，

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夏、商、周三朝是怎样更替的？

西周时期建立了什么样的制度？

第 4 课
夏商周的更替

夏朝的建立与“家天下” 

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王朝。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禹在位

时，征服南方三苗，在阳城 ①修建城池，

制定各种制度，社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阶级分化愈加严重。禹最初想传位于伯

益，但是禹的儿子启凭借强大的势力，

在禹死后继承了他的位置。从此，世

袭制 ②代替禅让制。夏朝建立了军队，

制定刑法，设置监狱，此外还制定了历法，称为“夏

历”。

夏朝的中心地区主要在今河南中西部、山西南

部一带。考古学者在洛阳平原发掘出年代相当于夏

①	阳城，今河南登封。考古学者在登封王城岗发现城址，年代为公

元前21世纪左右，被认为是传说中禹的都城阳城。

②	世袭制，指王位、爵号和财产按照家族血缘关系世代继承下去。

	 材料研读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

能，……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

下为家，……是谓小康。

—《礼记·礼运》

ెந中þܹʾ˞ࠒÿᄊþࠒÿὊ
ૉᄊ௧̤˦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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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纪年法 :源⾃ ⻄⽅社会的纪年⽅法

⼀个世纪⼆ 100年 ⼀个年代 = 10年

⼝诀 : 世纪看 ⽩拉 , 百垃加个 1

年代 看 ⼗位 , 是 ⼏就是⼏ ,

奴⾪社会

灭亡的共同 原因
:暴政

启示: ①淂⺠⼼者得天下 ② 统治者应勤政爱⺠以⺠为本

三要素 : 时间建⽴者 都城

-

_ 帝王把国家政权世代据为

vnnnn 已有把国家当作家的私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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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

绿松石的铜牌

二里头一号宫殿复原图

①	二里头遗址，因发现于河南偃师西南二里头村而得名。

②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鼎，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礼器。

③	考古学者在河南偃师西南发现了商代最早的都城；又在郑州发现商代早期最大的都城，年代晚于偃

师商城。专家认为偃师商城是西亳，其后商都很快迁到郑州商城，这就是文献记载的亳都。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鼎 ②

夏桀是一个奢侈而暴虐的君主，他搜

刮民财，建造华丽的宫殿，终日饮酒作乐，

引起民众强烈不满。

相关史事

商汤灭夏

夏朝后期，分布于今河北、河南一带的商部族逐渐强大，商的首领汤联络

周围部族，起兵攻伐夏王桀，桀大败，夏王朝灭亡。约公元前1600年，汤建

立商朝，都城建在亳（BY） ③	。商王汤任用贤才，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使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商朝很快强大起来。

王朝后期的一座都城遗址—二里头

遗址 ①，这里有宫殿建筑群、大型

墓葬和手工业作坊，还有平民生活

区和墓葬群，反映了夏王朝的阶级

分化和等级界限。这里还出土了用

于祭祀的精美玉器和乐器，成套的

青铜酒器，镶嵌绿松石的精美铜牌，

王室使用的高贵礼器等，反映了夏朝

时期的文明进程。

夏朝历经400多年，到夏王桀在

位时期，国力衰弱。桀不修德行，统

治残暴，用武力伤害百姓，引起民众

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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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战乱、

环境变化等

因素的影响，

商朝多次迁

都，到商王

盘庚时迁到

殷，此后保

持了相对的

稳定。商朝

长期对外征

战， 控制的

范围不断拓

展。商朝为

巩 固 统 治，

设 置 监 狱，

制 定 酷 刑，

加强对奴隶 ①和平民的控制。商朝后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奴隶主贵族更加

腐朽。商纣王是商朝的最后一个王，他对外征伐，耗费国力，同时修筑豪华宫

殿，对百姓征收繁重的赋税，还施用酷刑，残害人民。

商代铜爵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
纣荒淫无道，聚众作乐，“以酒为池，
悬肉为林”，作长夜之饮。成语“酒
池肉林”，形容穷奢极欲，其典故就
出于此。

商朝时，生产领域大量使

用奴隶。奴隶被迫在农田上集

体劳动，在手工作坊里做工，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奴隶没

有人身自由，会被奴隶主随意

转让、买卖，甚至会被奴隶主

屠杀，用来作为祭祀祖先的祭

品，或为死去的奴隶主殉葬。

例如，河南安阳殷墟的一座商王

大墓，殉葬的奴隶有 400 多个。

他们有的和狗、马同葬，地位

与牛马猪狗等同。

相关史事

①	奴隶，是失去人身自由的人，被奴隶主任意驱使、买卖，甚至随意杀死。

戴枷奴隶陶俑

周

河

淮

江

殷

水

岐山

曾作过商都城的地点

水

亳

牧野
水

商朝重要城市分布图

渤

海

黄

海

东

海

商

商代重要城市分布图

殷 ......在今河南安阳  亳 ............在今河南郑州

周 ......在今陕西岐山  牧野 .........在今河南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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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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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分封制的作用是什么？

问题思考

燕
河

海

水

ߠ

淮
水

江

水

晋 鲁

齐

宋

ዜ؛分ހዮࡔࢦ๖ᅪ图

吴

ᅠ

都城
۫都
ዮࡔࡔࢦ都

渤

海

黄

东

海

海

周

周初分封诸侯国示意图

镐京 ...........在今陕西西安

洛邑 ...........在今河南洛阳

晋 ..............在今山西翼城

鲁 ..............在今山东曲阜

齐 ..............在今山东淄博

宋 ..............在今河南商丘

燕 .................... 在今北京

吴 ..............在今江苏苏州

武王伐纣

商朝晚期，分布于陕西渭水流域周原一带的周部族，

以农业立国，不断拓展疆土，发展迅速。

周武王时，得到吕尚、周公等人的辅佐，周部族日益

强盛。公元前1046年，武王联合各地势力，组成庞大的政

治联盟，与商军在牧野决战，商军倒戈，周军占领商都，

商朝灭亡。周武王建立周朝，定都镐（HSo）京，史称西周。

西周的分封制

为稳定周初的政治形势，巩固疆土，周王根据血缘关

系远近和功劳大小，将宗亲和功臣等分封到各地，授予他

们管理土地和人民的权力，建立诸侯国，以保证周王朝对

地方的控制，同时稳定政局，扩大统治范围。诸侯具有较

大的独立性，但需要向周王进献贡物，并服从周王调兵。

受封者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内进行再分封，从而确立了周王

朝的社会等级制度“分封制”。周代的贵族等级分为天子、

诸侯、卿大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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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
之 战

⽬的

权为 管理地⼈⺠ 宗亲 对象
权为周王<

" 功⾂

义务 : 0拥戴 周王 1⽇邦⾸领
义务

②定期朝⻅

③进纳贡物

㥊啁!

tnennnnfe
作⽤ 建⽴了 周王与地⽅ 相对

紧密的关系 ,确⽴ 了社会等级制 分封制" 天⼦ ⼀游美 ⼀万即⼤夫⼀)
②保障 3周王对地⽅控制稳定了

政局 、 扩⼤了统治范围

③四周统治后期 , 地⽅有较⼤
独⽴性

,势⼒增强 ,导致撞衰微 ,请涣

争霸的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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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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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位于今河南安阳，原本是商王盘庚迁徙后的都城，直至商朝灭亡，共经

历了 250 多年。殷都有大型宫殿和宗庙建筑，还有商王和奴隶主的墓葬区，目前共

发现 13 座王陵和 1 400 多个祭祀坑。都城内有专门铸造铜器、制造玉器的作坊，说

明当时手工业很发达。殷墟还出土大量的铜器、玉器、石器，其中有武器、装饰

品等，而最著名的当属大量刻有文字的甲骨。

／夏商周的更替／

	 课后活动

�ὌԿڏ௭ᇨᄊ௧᜵ևࠄᛡᄊ
̤˦҄एὝࠫښऄᄊഷጳ上
中̡ྭᄱऄᄊᢶ͋Ǎڏи܍

�ὌፇʷʾὊܮǌǌ᜵ևʼయ༤̒ᄊСՏԔڂǍ

公元前841年，周厉王与民争利，引起“国人暴动”，

厉王逃亡。到周幽王时，朝政腐败，社会各种矛盾激化。

公元前771年，西周王朝被犬戎族所灭。后来，周平王东

迁洛邑，史称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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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君主 : 周熙 王

(进⼊春秋战国时代)

天⼦

诸侯

卿⼤夫
⼠

平⺠

奴⾪
出现暴君 ,残暴统治 ⼈⺠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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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羊方尊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王朝产生和发展的重要阶段，

创造了灿烂的文明，青铜器和甲骨文反映了当时高度发

达的文明。青铜器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又具有怎样的高

超工艺？甲骨文记事的内容及其造字特点又是什么呢？

第 5 课
青铜器与甲骨文

青铜器的高超工艺  

我国在黄河流域的多个遗址出土

了距今5	000—4	000年的铜器，如山

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距今4	000多

年的铜容器残片，甘肃齐家文化遗址

出土了距今约4	000年的铜镜。商朝

以后，青铜器数量增多，种类逐渐丰

富，主要用于饮食、祭祀及军事等方

面，功能也由食器等发展到礼器，更

成为王公贵族身份地位乃至国家权

力的象征，其类型和数量反映了权力

的大小和严格的等级界限。

夏朝时开始出现中国最早的青铜礼

器鼎、爵、觚、 （hR）等。商朝贵族好饮酒，

青铜酒器的数量多少，是区分贵族等级的

标志。西周崇尚礼制，主要以青铜器鼎、

簋（guJ）的数量区分贵族等级。周王朝对

礼器使用规格还制定了制度，鼎和簋配合

使用，鼎是奇数，簋配偶数，如天子为九

鼎八簋，诸侯为七鼎六簋，卿大夫为五鼎

四簋等。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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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冶炼技术和甲⻣⽂代表了早期 中华⽂明的辉煌成就 、

( ⻘铜器 ) (奴⾪制 )

⼈ 原始社会

后期 ,我国已

出现铜器
① ② 2商朝⻘铜器的发展
-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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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不仅种类丰富，

数量众多，而且制作工艺高超。当时的

工匠已准确地掌握了铜、锡、铅的比例，

用来制造不同用途的器具。铸造技术采

用“泥范铸造法”，包括制模、雕刻纹饰、

翻制泥范、高温焙（bFi）烧、浇注液态金属、

加工修整等工序。到商代后期，青铜铸

造业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

工细致，能够铸造出大型器物。如司母

戊鼎 ①，是迄今世界上出土的最重的青铜

器，重达832.84千克。铸造这样硕大的器

物，工艺十分复杂，需要很多人协同合

作才能完成。

①	司母戊鼎，有学者认为应称之为“后母戊鼎”。

②	这是已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之一。腹内铭文记述了周武王在

牧野伐纣的过程，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甲骨文记事
甲骨文是中国商周时期刻写在龟甲和牛、羊等兽骨上的文字。1899年，

清朝人王懿荣首次发现甲骨文，此后在河南安阳殷墟、陕西、山东等地出土了

大量商周时代甲骨，其中商代有字甲骨约15万片，单字计4	400个以上，已经

识别的字在1	500个以上。

司母戊鼎

利簋 ②及铭文

三星堆青铜面具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
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有
金杖、青铜树和众多的青铜人像。这是三
星堆的青铜面具。

统
编
版

不商朝⻘铜器制拃⼯艺⾼超的表现

○

②-

③

cnn.hnnrmnnnr

多元泍

微
-_-

- -



第5课  青铜器与甲骨文 27

刻有文字的甲骨

甲骨文的造字特点

甲骨文使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等多种造

字方法。象形是最原始的造字方法，用图形、线条把物体

的外形特征勾画出来。甲骨文中约40%是象形字。指事

是用一种指示性符号表示某一事物或概念，如“上”字，

一长横代表水平线，上面一短横表示水平线以上的概念。

会意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结合起来表示新的意

义，如“从”字，两个人形组合在一起，表示跟从的意思。

形声最为进步，用声符来注音，用一个字表示类别，组成

新字，能造出大量文字，现代汉字很多都是形声字。甲骨

文已经具备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很多字体至今仍在使用，

是汉字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相传，清朝末年，河南安阳的农民从地下挖掘出刻有

符号的龟甲、兽骨，当作“龙骨”卖给中药店作药材。1899年，

北京的官员王懿荣得了病，在达仁堂买药，发现龙骨上刻

着符号，认为这是古文字，就把药店里所有带符号的龙骨

都买下来。学者经过研究，认定这些符号就是商朝的文字。

相关史事

甲骨文字形举例

象形字 会意字 形声字 假借字

日 明 河 正 借为征

田 从 柄 右 借为佑

甲骨文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祭祀、战争、

农牧业、官制、刑法、医药、天文历法等。甲骨文

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年代最早、体系较为完

整的文字，对中国文字的形成与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目前所知，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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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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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①史学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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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商朝历史
留下了丰富资料 〈

② ⽂字学价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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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拓展
    

有些青铜器上铸刻有文字。古人称

铜为金，所以这种文字被称为金文。又

因多是铸刻在钟、鼎之上，故又称为钟

鼎文、铭文。金文从商代中晚期开始出现，

数量较少；周代青铜器上文字数量明显

增加。金文的内容涉及祭祀典礼、政治、

军事、经济、法律诉讼、婚姻等方面。

	 课后活动

／青铜器与甲骨文／

西周毛公鼎 ①及铭文

①	西周毛公鼎，铸有文字497个，一说499个，

是目前所见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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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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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器

夏
代
青
铜
器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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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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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器 炊器礼器

⼈ ⽔ 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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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将国都从镐京东迁洛邑，中国

历史从此进入东周时期。东周前期被称为春秋时期 ①。在

这一时期，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

如何？

第 6 课
动荡的春秋时期

①	春秋时期，一般是指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

因孔子编订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而得名。

春秋时期的经济发展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有很大的

发展。尤其是春秋后期，铁制农具

和牛耕出现，促进了农业上的深耕

细作，并为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创

造了条件。在农业发展的同时，手

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青铜业、冶

铁业、纺织业、煮盐业以及漆器制

作等都有所发展。随着产品的增加，

商业活动逐渐活跃，很多城市出现

了商品交换市场，金属货币被更多

地使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农具

    春秋战国的铁农具，大多数是在木器上套一

层铁制的锋刃。这类铁臿是安装在木臿刃口上的。

古书上记载，春秋时期，人们已经用

铁制农具耕种土地。在湖南、河南、江苏

等地的春秋墓葬中，发掘出一批铁制农具。

此外，至迟在春秋末年，人们已使用牛来

耕地。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是春秋时

期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

相关史事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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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公元前 770年-公元前 476年
( 周平王雅洛⾢ )

V

王室衰微 ,诸侯争霸 ,分封制瓦解

表现:

O_ny-ne.net点⼿⼯业:

③商业:
nnhrnhhzt



30 中国历史 七年级 上册

王室衰微

春秋时期的社会处于动荡状态，西周的各种制度在春

秋时期逐渐遭到破坏。一些诸侯国不再把土地分封给卿大

夫，而是设置县、郡，委派官员管理，职位也不再世袭，

由此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样就使分封制逐步瓦解。

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统治力大减，直接管辖的

地区仅在洛邑一带。周王虽然在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

但已无力控制诸侯。诸侯国势力崛起，不再听从王命，

各自为政，也不再定期向天子纳贡，致使周王室在财政

上陷入困境，甚至要依赖诸侯国的经济支持。

周王室地位下降，大的诸侯势力崛起。他们竞相称霸，

操控政治局面，实际上取代了周天子的地位。	

	 材料研读

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

晋始大，政由方伯。

—《史记·周本纪》

ెந中ᄊþவͤÿૉʷவឱΥ˨᫂Ǎਇʷਇ
ሗరឱΥԩ̽ևဍࠉ୲ጫ̀国ࠒὊΎ४ட˔国
ನᄊ࿄গὝ˦̤̆ܫࠒ

诸侯争霸

春秋时期有众多的诸侯国，其中比较强大的有十几个。

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利益，

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争斗。当时，民族间的矛盾也有所发

展。一些强大的诸侯为取得优势，以“尊王攘夷”的名义

进行征战，争夺霸主的地位。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

楚庄王等先后称霸，号令诸侯。到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

吴国和越国也先后北上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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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
,

表现 :
①

②

③

结果:

诸侯各⾃为政相互溅国家处于分裂割据状态

原因:0㻭衰微
②

③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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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护头铜胄 ②春秋争霸形势图

山东临淄春秋殉马坑 ③

在春秋争霸的过程

中，有的诸侯国被灭掉，

一些强大的诸侯国的疆

域不断扩展。与此同时，

中原的“诸华”“诸夏”① 	

在同周边的戎、狄、蛮、

夷等民族长期交往和斗

争中，出现了大规模的

民族交融。

①	“诸华”“诸夏”，是早期华夏族的统称。

②	铜胄，铜制的帽子，古代打仗时戴的保护头部的

用具，在冷兵器时代作用明显。

③	全部殉马600多匹，实际出土殉马334匹，反映出当

时齐国的强盛国力。

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执掌国政。他采纳管仲的

建议，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使齐国的经

济和军事实力大为提高。齐桓公打着“尊天子，攘四

夷”的旗号，号令诸侯，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相关史事

燕

ൖ 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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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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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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ሁࡔਬୟ၍

Ă Ă

ࡲ

周 .......王城在今河南洛阳

晋 .......都城在今山西翼城

齐 .......都城在今山东淄博

宋 .......都城在今河南商丘

楚 .......都城在今湖北荆州

秦 .......都城在今陕西宝鸡

吴 .......都城在今江苏苏州

越 .......都城在今浙江绍兴

鲁 .......都城在今山东曲阜

燕 ..............都城在今北京

城濮 ...........在今山东鄄城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有

何利弊？

问题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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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正义 的争霸 战争
特点 : 以争夺中原地区的控制权为主

尊王攘夷

①消极:春秋争霸是⾮正义的
战争 ,给⼈们 带来沉重灾难

②积极
:加速了中国统⼀步伐 ,促进⺠族

交融 ,客观上推动经哜⽂化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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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践 ①剑（上）与夫差 ②矛（下）

	 课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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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拓展
൦Фᤪຒੇ˞й˟ʹ 

春秋以前，军队的编制主要是根据战车作战的需要来组织的，以车兵为主，

随车而行的“徒兵”即步兵是配合车兵作战的。到了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和范

围扩大，为了适应山地作战的需要，各诸侯国不断扩大步兵数量，使步兵逐渐成

为独立的作战兵种。与车兵相比，步兵活动范围大，受战场地理条件的制约要小

得多，进而成为各国军队的主体。步兵作为一个独立兵种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军

事史上一个重要变化。

／动荡的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使得战事不断，

中原地区的诸侯国几乎都卷入了战争。一

些小国备受战争之害，如郑国遭受战祸70

多次，宋国也有40多次。

相关史事

①	勾践，春秋末年越国国君，曾被吴王夫差击败，屈服求和，入臣

于吴。回国后发奋图强，灭掉吴国，成为霸主。

②	夫差，春秋末年吴国国君，曾参与春秋末年争霸战争，被越国打

败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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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衰微诸侯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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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雄戈戟乱如麻，四海无人得坐家。”这是唐朝诗

人胡曾的咏史诗《流沙》中的诗句。东周的后期被称为

战国时期 ①。这一时期战事连绵，干戈不息，社会经历了

巨大的变革。当时的政治局面是怎样的？出现了什么样

的重大改革？ 

第 7 课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

①	战国时期，一般是指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

因西汉刘向整理校订《战国策》一书而得名。

战国七雄

经过春秋近300年的纷争，大

部分小诸侯国被兼并，几个大诸侯

国左右着政局，维系周王室统治的

各种制度已经完全崩溃。战国初年，

晋国被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

齐国由大夫田氏取代。当时的诸侯

国有十几个，其中齐、楚、燕、韩、

赵、魏、秦七国的势力较强，史称“战

国七雄”。

战国时期，强大的诸侯已不再打

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而是各自为

政，扩充军队，力图拓展疆域。七国

都拥有强大的军队，相互之间展开战

争。当时的战争规模很大，参战兵力

铜冰鉴

    这是战国时期贵族使用的青铜冰酒器，中间

有夹层，可放冰块。

战国铜壶
壶身刻有水陆攻战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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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的发展能够推动政治社会⽂化的变⾰

-

公元前 475年公元前221年

战国
七雄

战争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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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雄之间的兼并战争连绵不断，越来越激

烈。战国中期以后，各诸侯国的势力此消彼长，

魏国、齐国、赵国、秦国先后崛起，其他几国

逐渐衰落。尤其是地处西部的秦国，逐渐成为

实力最强大的诸侯国，对东方六国构成威胁。

设想一下，当时的人民对

连绵不断的战争会有什么样的

感受？他们最渴望的是什么？

问题思考

①	马陵，一说在今河南范县。

春秋时期，大的诸侯国兵力也不过六七万人。而在战

国时期，随着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军队人数成倍增加，

如秦、楚两国的兵力都达百万，齐、赵、魏、韩、燕等国

的兵力也都有数十万。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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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形势图

临淄 .....齐都城，在今山东淄博

郢 ........楚都城，在今湖北荆州

蓟 ...............燕都城，在今北京

郑 ........韩都城，在今河南新郑

邯郸 .....赵都城，在今河北邯郸

大梁 .....魏都城，在今河南开封

咸阳 .....秦都城，在今陕西咸阳

桂陵 .................. 在今河南长垣

马陵 ............... 在今山东郯城 ①

长平 .................. 在今山西高平

多，交战区域广，持续时

间长。中国历史上的一些

著名战役，如桂陵之战、

马陵之战、长平之战等都

发生在这一时期。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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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战役

①反对战争 ,希望结束战争

②渴望国家统⼀ ,和平⽣活
影响 : 0给⼈⺠⽣命财产带来巨⼤损失社会经济带来巨⼤破坏

②捉进政治改⾰ 国家统⼀和⺠族交融
③有利于思想上 百家争鸣局⾯ 的形成 ,



第7课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 35

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铁制工具和牛耕的使用进一步推广，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增强。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各诸侯国统治者实行

变法改革，确立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以求富国强兵，在兼并战争中取胜。

在各国的变法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成效最大。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

商鞅主持变法。商鞅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秦国的国力大为增强，提高了军

队的战斗力，一跃成为最强盛的诸侯国，为以后秦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①	商，今陕西丹凤。

商鞅铜方量

这是商鞅变法时颁布的标准量器。

商鞅出生于卫国，又称卫鞅、公孙鞅，

后因功被秦国封于商 ①，因而被称为商鞅。

他“少好刑名之学”，在魏相手下做过官。

入秦后，以强国之术说动秦孝公，主持变

法。变法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秦孝公死

后，商鞅遭诬陷。商鞅起兵反抗，兵败被

车裂。

人物扫描

	 材料研读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

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

—《战国策·秦策一》

̰ెந中Ի̿ᄺѣ᭮௧টನ
ᛡஈ᭩ᄊὝ

政	 治

1．确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

2．废除贵族的世袭特权

3．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对人民的管理

4．严明法度，禁止私斗

经	 济

1．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2．鼓励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

3．统一度量衡

军	 事 奖励军功，对有军功者授予爵位并赏赐土地

商鞅变法的内容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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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 ⼀场⽐较沏底的地主阶级改⾰ 世思想 :战国时期出现的 法家学说成为

改⾰的思想武器

背景: ①
经济

②政治 ③ 军事
,

影响!

影响②⻅下⼀⻚
加强了中央对地⽅的管理

有利于增强新兴地主阶级的势⼒
加强了国家对⼈⺠的管理

稳定社会秩序 ,加强国家统治
使国家确⽴了封建地所有制

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
浞进封建经济的发展

壮⼤了秦国军事⼒量

椳强权 、 敢于同守旧势⼒⽃争
公平⽆私 ,严格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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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经过变法改革，政治、经济、军事、法治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大的变革，

整个社会前进的步伐加速了。

造福千秋的都江堰  

战国后期，秦国在改革政治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注重兴修水利。公元前

256年，蜀郡郡守李冰主持，在成都附近的岷江上修建了都江堰。李冰等经过

精心设计，选择高山与平原的交接处，利用地势和河道，建造了这座大型的水

利工程。

都江堰由渠首和灌溉网两大系统工程构成。渠首工程建于岷江之中，分为

鱼嘴、宝瓶口和飞沙堰三个主体工程。鱼嘴是在江心修筑的分水堤坝，形似大

鱼卧于江中，将岷江分成内江和外江。内江用于灌溉，外江用于分洪。宝瓶口

是在内江下游人工凿山开出的出水口，引水流入网状的渠道，灌溉农田。飞沙

堰是分水堤坝与宝瓶口之间长120米的滚水坝，在洪水期用于分洪，并减少泥

沙淤积。

李冰石像都江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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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是一座综合性的水利枢纽，使堤防、分洪、排沙、控流等功效合成

为一个系统，发挥出防洪、灌溉、水运等多方面的作用。建成之后，成都平原

成为沃野，被称为“天府之国”。2	200多年来，都江堰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这在世界水利史上绝无仅有，充分反映出我国人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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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由奴⾪社会问封建社会过渡)

主体⼯程

意义 :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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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

	 材料研读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都

江堰建成后，“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ਇʷਇὊᦐ܃ᄊथੇࠫևڡ
ӝᄊкˊԧ࡙ద̤˦ॖ־Ὕ

	 课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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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避三舍    纸上谈兵    老马识途    

百发百中    唇亡齿寒

卧薪尝胆    朝秦暮楚    三令五申    

一鼓作气    完璧归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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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 /

	 知识拓展
þˀۛÿᄊᦐ܃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的汶川

地区发生了 8 级大地震，造成极为严

重的损失。在震区，许多建筑物倒塌，

而处于震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却没有

损毁和垮塌。虽然大地震造成都江堰

鱼嘴的地表出现裂缝，但鱼嘴仍在发

挥将岷江分成外江、内江的分洪作

用，外江一侧的水闸仍能正常开闸放

水。经过专家的考察和评估，结论是

整个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安全的，分水

堤、宝瓶口和飞沙堰三大部分都基本

完好。人们不禁为这一建于 2 200 多

年前的水利工程惊叹。

都江堰建成之初，灌溉面积五六十万

亩。后来逐渐伸展到13个县，支流和渠道

有 500 多条，灌溉面积 300 多万亩。新中

国成立以后，经过不断维护和修整，都江

堰的灌溉面积不断扩大，超过1 000万亩。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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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解决洪⽔泛滥问题

②保障周边地区农业灌溉
③ 为周边农业丰收提供条件

启示 : 10变法改⾰必然会遭到 1⽇势⼒

的强烈反对 要付出代价

②顺应历史潮流的改⾰终会推⾏下去 ,

并取得成功得到后世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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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

帛书《老子》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动荡的时期，也是学术思想非

常活跃的时期，各种学说蓬勃兴起。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

领域有哪些主要的代表人物？出现了怎样的繁荣景象？

第 8 课
百家争鸣

老子

老子是春秋后期楚国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老子姓李名耳，做过周朝的史官，管理王室的典籍。

他学识渊博，据说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很多问题。

老子认为，万物运行有其自然的法则，人们应

顺应自然；世间的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如难和易、

长和短、前和后，对立的双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老子善于从正反两方面思考问题。老子在政治上主

张“无为而治”，人们与世无争，天下就能太平。

他的学说集中在《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中。

这部书成为道家的经典。

孔子和儒家学说

孔子是春秋后期鲁国人，出身下层贵族。他从

小学习礼乐，年轻时做过小吏，后收徒办学，成为

知名学者。中年后曾在鲁国从政，但时间不长，以

后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不为各国采

老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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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法墨

思想

② 主 了⻓ :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政治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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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研读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众星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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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Ϳᝣ˞ߕߘଢϏþ˞̿ॴÿþ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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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仅是大思想家，而且还是

大教育家。他创办私学，打破了贵族

和王室垄断教育的局面，主张“有教

无类”，招收不同出身的学生，先后

培养了三千弟子，促进了教育在民间

的发展。他在教学中，注重道德教育

和文化知识教育，发现和总结出许多孔子像

《论语》书影

纳。孔子在晚年回到家乡，主要从事

教育，整理编订文化典籍。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他提

出“仁者爱人”，即要有爱心和同情

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仁”

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最高行为准

则和道德规范。面对当时社会的动

荡，孔子在政治上推崇西周的制度，

主张以德治国，要求统治者爱惜民

力，体察民意。他反对苛政，认为统

治者只有实行德政，使人民心悦诚

服，社会才会稳定。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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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 ①

②

教育 :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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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教学原则和方法。孔子在

晚年精心整理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对传承中国古

代文化经典和学术思想作出巨大贡献。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后来由其

弟子整理成《论语》一书。孔子的学说对中国古代

文化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提出的一些道德

规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旧的社会制度进一步瓦解，新的

社会制度逐步确立。此时的学术思想领域非常活

跃，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各陈其说，史称“诸子

百家”。其中，墨家、儒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

影响最大。

墨子像

相关史事

“诸子”的“子”，是先秦时期的一种

尊称。春秋前期，一般称卿、大夫为“子”。

到春秋末期，由于学者著书立说和讲学之

风兴起，人们便用“子”来尊称著名的学

者和老师。到战国时期，“子”便成为对

一般学者的尊称了。

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他主张“兼爱”“非攻”，

要求人们互爱互利，反对各国相互攻伐兼并、残害

生命。他还提出要选贤能的人治理国家，并批判贵

族的奢侈生活，提倡节俭。

儒家是战国时期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学派，主

要代表人物是孟子。他主张实行“仁政”，要求统

治者不要过分盘剥人民；还提出“民为贵，社稷

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认为取得民心才能得天下，

并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

物荀子，主张实行“礼治”，明确尊卑等级，以维

系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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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评价 : ①
②

③在世界⽂化史上具有 重要地拉

出现原因

.rs/O
②

③

④
①

20
(⺠贵君轻)

③



第8课  百家争鸣 41

	 材料研读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Ϳᝣ˞ߕߡᄊᤈភʹဘ̤̀˦নਇὝ

孟子像

相关史事

战国时期，兵家也是诸子百家中比较活跃的一个派别。兵家的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

孙武，他的《孙子兵法》一书，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础。战国时期，由于战争

持续不断，军事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军事的兵家著述丰硕，如吴起、孙膑等都有

兵法著作。孙膑不仅继承了其前辈孙武的军事理论，而且有创造性的发展，提出了灵活

多变的战略战术思想。

《韩非子》书影

为什么说百家争鸣促

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

问题思考

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是庄子，他发展了老子的思

想，强调治国要顺应自然和民心。庄子认为人生应追求精

神自由，要保持独立的人格。

法家主张君主治国要

靠法令、权术和威势，以

使臣民慑服。战国末期的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他反对空谈仁义，强调以

法治国，树立君主的权威，

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统治。

当时，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聚众讲学，研讨学

术，著书立说。他们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和治国方

略，希望用自己的学说解决社会问题。各学派在思

想上、政治上的观点不同，学派之间展开激烈的辩

论，相互抨击；同时又相互影响，取长补短。这一

思想文化的繁荣局面，历史上称为“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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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所处碑碗 ,应具有坚定的⽴场 ,

坚强的意志私不屈不挠的精神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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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后活动

�Ὄឰឭѣʾѵᝓߕߘࠫ̆ੈ̭ܹ̓ᄊߦ˸ద̤˦ૉਓ˧Ǎ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论语》

�ὌេេͿࠫʾ᭧ᝓߕߡᄊਖਇǍ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

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

	 知识拓展
ǒទፃǓ֗þംᣯÿ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汇集了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 300 多篇。《诗

经》里的作品，有的反映民俗民情，有的歌颂美好爱情和高尚情操，有的描写劳

动者勤劳勇敢，有的赞扬反抗压迫，同时也保存了丰富的商周时期的史料，在中

国文学史上具有光辉的地位。

战国末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吸收民歌精华，采用楚国方言，创造出一种新

体诗歌—“楚辞”。他的代表作《离骚》，把自然现象、历史人物和神话传说融

为一体，使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充分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 

《诗经》和“楚辞”，对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

/ 百家争鸣 /

百家争鸣促进了思想和学术的繁荣，成为中

国古代第一次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为中国古代

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世有十分重要而深

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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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时代
"

(公元前80年会元前拜)
影响 :

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 亚夥德
①

古印度 :释迦牟尼②
中国 : 孔⼦⽼⼦ ⼀ 、

在⾯对⽣死义利 的时读 ,要学会取舍 ,善于抉择
⼀定要树䱈循守住道德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