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修一《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单元总结提纲 

必修一第一单元内容纷繁复杂，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以“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决定上层

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作为指导思想，构建一个新的总结提纲，以期全面地概括这一

单元的内容。 

 

生产力低下       剩余产品不多、人的私有观念不强       禅让制 

（禅让制只是政治制度的雏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制度） 

 

生产力得到发展       剩余产品增多、人的私有观念增强      阶级产生  

           国家产生（禹建立夏）        王位世袭制 （启是第一个） 

                        

生产力虽发展，但需协作 

                       井田制         分封制（对象、特点、诸侯权利和义务、评价） 

奴隶制的存在      （以地域为单元进行生产）            

（两者关系：互为表里） 

                为保证分封制的进行       宗法制（目的、核心内容、特点、众子关系、作用） 

（指出早期政治制度有三个内容，并概括其特点） 

铁犁牛耕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小农经济产生 

                                  （具有分散性、脆弱性）         中央集权制度 

      前代臣子、地方权势过大威胁到中央、君主的教训  （建立的前提、条件、时间、评价） 

 

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主要有： 

      皇帝制（主要内容、本质） 

中    中央官制（秦：三公九卿；汉：中外朝；唐：三省六部；宋：中书门下、参知政事、枢官使、三 

央             司使；元：中书省；明：初设宰相，后废相设内阁；清：初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后 

集             设南书房、军机处） 

权    地方制（秦：郡县制；汉初：郡国并行制；唐：藩镇；元：行省制度） 

制    监察制制度（秦：御史大夫；宋：通判） 

度    选官用官制（汉：察举孝廉，依据品行；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依据血缘、门第；隋唐以后：

科举制，依据才学，特点、意义等） 



中央集权制度的两条线索： 

              秦：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区别、作用） 

              汉：初行郡国并行制        “推恩令”来解决   趋势：中央权力不断 

中央集权      唐：藩镇割据问题                               地被加强，地方权 

（中央——地方）   宋：从军事、行政、财政上集中地方权力到中央     力不断地被削弱 

                 元：行省制度（原因、具体方法、意义） 

 

                秦：皇帝制、宰相制 

                汉：中外朝制度（中朝决策、外朝执行） 

君主专制     隋唐：三省六部制（各自名称、职责，特点、作用等）  趋势：君权不断地被 

（君权——相权）   宋：中书门下        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     加强，相权不断地 

三司使分别分割宰相行政、军、财政权。       被削弱。直至废相、 

                元：中书省                                     设内阁、军机处， 

                明：废宰相（原因、过程）、设内阁（过程、性质）     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清：设军机处（原因、职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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