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

 中国古代史

 原始社会

 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原始人群时期）

 原始的农耕生活（氏族社会）

 三皇五帝的传说
 三皇  伏羲氏、女娲、神农

 五帝  黄帝、颛顼[zhuān xū]、帝喾[dì kù]、尧、舜

 夏商周时期

 夏朝

 家天下，世袭制代替禅让制

 二里头遗址

 《夏小正》

 商朝

 盘庚迁殷

 后母戊鼎

 甲骨文

 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  分封制、宗法制和井田制

 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春秋五霸
 说法一：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和宋襄公

 说法二：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战国七雄  齐、楚、燕、韩、赵、魏、秦

 主要战争

 桂陵之战---魏赵---围魏救赵

 马陵之战---齐魏---减灶诱敌

 长平之战---秦赵---纸上谈兵

 秦汉时期

 秦

 巩固措施

 三公九卿、郡县制

 统一货币（半两钱）和度量衡

 统一文字，使用小篆

 焚书坑儒

 北击匈奴，夺取河套；修筑驰道，修筑长城、灵渠

 灭亡  大泽乡起义

 西汉

 汉初三杰

 文景之治

 汉武帝

 建立“中朝”制约“外朝”

 推行推恩令、削夺诸侯权力

 铸币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北击匈奴（卫青、霍去病）

 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  光武中兴

 两汉对外关系

 西汉
 陆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东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到两晋
 三分天下  官渡之战、赤壁之战

 短暂的统一

 南北并立——南北朝  北魏孝文帝改革  学汉语；穿汉服；用汉姓；与汉族联姻

 隋唐时期

 隋朝（公元581年－公元618年）

 隋文帝  开皇之治

 隋炀帝

 修隋朝大运河

 营建东都、迁都洛阳

 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

 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

 武则天  贞观遗风

 唐玄宗  开元盛世

 安史之乱

 相关制度

 科举制度

 隋文帝——分科考试

 隋炀帝——始设进士科

 武则天——殿试和武举

 三省六部制
 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

 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经济

 江南成为粮食的重要产地

 开始征收茶税

 城市里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市

 宋元时期

 宋

 政权并立

 杯酒释兵权

 澶渊之盟

 靖康之变

 岳飞抗金

 绍兴和议

 文人改革梦
 庆历新政

 王安石变法

 社会经济

 景德镇兴起

 金属矿藏的开采量居世界首位

 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太湖流域成为重要的粮仓

 对外交流
 海上贸易  明州（宁波）、杭州、广州、泉州（最大）

 四大发明  造纸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

 蒙古的兴起和元朝

 行省制度

 宣政院  西藏正式被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农桑辑要

 明清时期

 明朝（公元1368－公元1644年）

 废丞相分六部

 一条鞭法

 农作物  原产美洲的甘薯、玉米、马铃薯、烟草传入中国

 清朝（公元1616－公元1911年）

 康乾盛世

 收复台湾

 《尼布楚条约》

 “金瓶掣签”制度

 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

 中国近代史

 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

 《南京条约》
 割香港岛给英国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救亡图存

 林则徐

 魏源

 徐继畲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860年）

 《天津条约》
 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

 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北京条约》
 开天津为商埠

 割让九龙司给英国

 太平天国 纲领
 《天朝田亩制度》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资政新篇》 向西方学习，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改革

 洋务运动

 目的 师夷长技以自强

 代表人物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指导思想 中体西用

 口号 前期“自强”，后期“求富”

 内容

 军事工业

 民用工业

 海军

 新式教育

 失败标志 甲午中日战争惨败

 民族危机的加深

 中法战争（1883年－1885年）
 《中法新约》

 镇南关大捷 冯子材，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

 甲午中日战争（1894年－1895年） 《马关条约》

 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

 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

 “扶清灭洋”

 《辛丑条约》
 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

 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戊戌变法

 公车上书

 《天演论》

 百日维新 《定国是诏》

 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

 性质

 辛亥革命

 同盟会 三民主义 民族、民权、民生

 武昌起义

 爆发

 成果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总统制的共和政体）

 南京临时政府：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

 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失败原因
 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根本）

 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兴起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

 内容
 提倡民主科学；提倡新文学；提倡新道德

 李大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

 五四运动

 导火索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经过

 意义
 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