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江苏初三历史知识点大总结(实
用8篇)

军训总结是对我们在军训期间所经历的各种训练和活动进行
概括和总结，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反思和改进。以下是一些
教师总结范文的精选，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促进我们对教育教学的思考和提高。

江苏初三历史知识点大总结篇一

1、萍浏醴起义：

(1)时间及领导人：19冬，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

(2)起义地点：江西湖南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

(3)结果：奋战一个多月后失败。

(4)地位：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2、安庆起义：

(1)时间及领导人：19夏，光复会会员徐锡麟

(2)结果：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在绍兴准备策应安庆起义的秋
瑾也不幸遇难。

3、广西镇南关起义：

(1)时间及领导人：1907年，孙中山、黄兴

(2)结果：奋战七昼夜，因弹药缺乏，最终失败。

4、黄花岗起义：



(1)时间及领导人：19，黄兴

(2)结果：众寡悬殊，起义失败。很多革命党人壮烈牺牲。

(3)起义名称来历：

起义失败后，人们将收殓到的七十二具烈士遗骸，合葬于广
州黄花岗，称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历也将这次起义称为
“黄花岗起义”。

(4)意义：

革命党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
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江苏初三历史知识点大总结篇二

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

二、华佗、张仲景和《伤寒杂病论》、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共同点：

(1)华佗擅长外科手术，制成全身.剂“麻费散”。

(2)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书中全面阐述了中医的
理论和治病原则，后世尊称他为“医圣”。

(3)李时珍和《本草纲目》：明朝杰出的医药学家，著有《本
草纲目》。

三、都江堰

北：p54李冰石像图



四、长城

北：(1)p72(七年级上册)秦长城示意图。(2)秦长城：为了防
御匈奴，秦始皇派人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全长
一万余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明长城：(七年级下册)p117明朝时，在历代修长城的基础上，
先后花了近二百年的时间修筑长城。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
至嘉峪关，全长六千多千米。工程坚固，无论规模、质量都
达到历史水平结晶。

五、大运河

北：p4-5隋朝时开凿的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
北抵涿郡，南至余杭自北向南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
江南河四段，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
水系，全长两千多千米，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体现了
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

大运河通航后，不仅成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
也成为沟通亚洲内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枢
纽。运河的通航还促进了沿岸地区城镇和工商业发展。历朝
对运河不断疏浚、改造，使它持续发挥着贯通南北动脉的作
用。

初二下册历史知识点总结人教版

维新变法运动知识点

1、公车上书(时间：1895年春)

背景：《马关条约》的签定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

作用：为维新变法运动拉开了序幕。



2、康有为称的“中国西学第一”指严复,他著有《天演论》
把西方进化论学说介绍到中国.他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

3.百日维新

(1)时间：

18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到9月慈禧发动政变,
前后103天,最终失败.

(2)内容：

经济：发展工商业;

军事：训练新式陆海军;

政治：开放言论，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文化教育：开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废除科举考试中
的八股文，创办报刊。

(3)影响：

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但不可能实现救亡图存的愿望，
不可能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

江苏初三历史知识点大总结篇三

1.鸦片战争(1840—1842)

(1)背景：工业革命后，英国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清朝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军备废弛，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2)结果：1842年，清政府战败求和，被迫签订《南京条约》。
条约规定：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



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
的税款，中国须同英国商定。

口诀记忆：割占香港岛，赔款也不少。广厦福宁上，关税需
商量。

(3)影响：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1)背景：英、法不满足鸦片战争既得利益，要求进一步打开
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列强在1856年提出修约要求遭拒绝。

(2)结果：清政府战败求和，被迫签订《天津条约》(1858)和
《北京条约》(1860)。

(3)影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3.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1)背景：日本明治维新后，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但国内市场
狭小，希望从战争中寻找出路。

(2)结果：1895年，清政府战败求和，被迫签订《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
本;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为
商埠;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口诀记忆：辽台澎湖2亿两，沙重苏杭设工厂。

(3)影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4.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1901)

(1)背景：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随着



民族危机加深，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发起反帝
爱国运动。

(2)结果：19，清政府战败求和，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条
约规定：清政府向各国赔偿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
共计9.8亿两;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派兵保
护;严禁中国人参加反帝活动;拆毁天津大沽至北京沿线的炮
台，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口诀记忆：赔款使馆禁反帝，拆除炮台驻要地。

(3)影响：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
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江苏初三历史知识点大总结篇四

初三历史重要知识点归纳总结（完整版）

历史学习重在理解，历史学习中要想记得多、记得牢，关键
在于理解这些内容，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一些初三历史重要知
识点归纳总结，欢迎阅读参考。

1、元谋人是我国境内最早的人类，距今年约为170万年，北
京人已经使用天然火。

2、河姆渡和半坡原始居民生活在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分
别是我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早期居民。根据河姆渡和半
坡遗址的遗物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和粟米的国
家。。

3、炎帝和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

4、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后



来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又称殷商。

5、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甲骨文，标志着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
史是从商朝开始的。今天的汉字是从甲骨文发展而来。司母
戊大方鼎是当时最大的青铜器。

6、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我国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孙子兵法》。

7、战国七雄：秦、齐、楚、燕、韩、赵、魏。

8、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儒—孟子、法—韩非子的思想)

9、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

10、屈原的《离骚》是一篇抒情长诗，创造出一种新体诗歌，
叫“楚辞”。

11、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它是当时世
界上最大的国家。

秦长城东起临洮，西到辽东，用来抵御匈奴。还开凿了灵渠

12、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
规模的农民战争。接着，开始了刘邦、项羽长达四年的楚汉。

13、公元前202年，刘邦，推翻秦朝，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西汉炼铁开始使用的新燃料煤。

14、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他统治期间，社会安
定，经济好转，史称“光武中兴”。

15、汉朝和西域沟通以后，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从长安往西，



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境内，运到西亚，再由西亚转运到欧洲，
这就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西汉派张骞、东汉派班超出使西
域。

16、司马迁的《记史》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人固
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名言。

17、举世闻明的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奇
迹”

18、200年，曹操击败袁绍，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官
渡之战。208年，孙权、刘备联合火攻曹军，大获全胜，这是
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前秦和东晋的淝水之战。

19、三国鼎立：魏国-曹操;221年，刘备建立蜀;222年孙权建
立吴。230年，孙权派卫温到夷洲 ，加强了台湾和内地的联
系。

20、南北朝所凿的敦煌、云冈和龙门 石窟是我国的雕刻艺术
的宝库，为世界所瞩目。

21、北魏孝文帝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改革家。他
的改革，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大
融合。

22、两汉时期的生产工具——犁、耧车、水排。

23、北魏的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
百科全书式的农学名著。

24、在西汉早期人们已经使用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

25、东汉科学家张衡发明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这是世界
上最早的地动仪。



26、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由于文字写在
甲骨上，所以被称为“甲骨文”。

27、春秋战国的名医扁鹊创建“四诊断法”是中医至今沿用
的方法。东汉后期的著名医学家张仲景被尊为“医圣”，医
学著作是《伤寒杂病论》。华佗创制的麻药“麻沸散”。

28、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在洛阳建造中国内地第一座
寺庙白马寺。

1.元谋人是我国境内目前已确认的最早的古人类。

2.北京人使用打制石器,已经学会用火，并会保存火种。

3.半坡人居住半地穴式圆形房屋,种植粟,制作彩陶;河姆渡人
居住干栏式建筑,种植水稻。

4.炎帝和黄帝被后人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尧、舜、禹
时期实行禅让制。

5.禹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启继承父位,世袭
制代替禅让制。

6.夏、商、西周三朝的开国君主分别是禹、汤、周武王。

7.西周为稳定周初的政治形势，巩固疆土，实行分封制,分封
制保证了周王朝对地方的控制，稳定了局势，扩大了统治范
围。

8.司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的最重的青铜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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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甲骨文使用象形、指示、
会意、形声、假借等造字方法。

9.春秋时期的时代特征：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战国时期是



社会大变革时期。

10.商鞅变法:(1)商鞅变法的根源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
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2)“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自由买
卖”最能体现封建性,促使秦国向封建国家转型,是改革的核
心措施;“鼓励耕织”“奖励军功”使秦国国富兵强;“废除
贵族的世袭特权”触犯了守旧势力的利益。“确立县制”加
强了中央集权,是影响深远的一项措施。(3)商鞅变法使秦国
的国力大为增强,提高了军队战斗力,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
基础。(4)商鞅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留给我们的启迪是改革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11.把成都平原变成“天府之国”的防洪灌溉工程是战国时期
秦国李冰修筑的都江堰。

12.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领域形成的学术繁荣局面(我国历史
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是百家争鸣。

13.春秋晚期的孔子是一位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儒家学派的
创始人。他的核心思想是“仁”;孟子发展为“仁政”。

14.能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辩证法)的思想家是老子;主
张“兼爱”“非攻”的思想家是墨子;商鞅的主张与百家争鸣
中法家代表韩非的思想主张最相似。法家思想主张建立中央
集权专制统治,最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秦始皇的治国思想是
法家思想。

1.搭建历史知识框架：可按6个模块去学习，中国古代史、世
界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现
代史。(中外相同历史阶段可对比记忆、联想记忆)

2.读懂历史课本：掌握历史基础知识，明白各阶段的历史特征
(注意分类：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特征。或者各阶段大事年
表。可根据自己学习习惯进行分类整理)



3.理解并运用七大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近代化史观、
社会史观、唯物史观、生态史观、革命史观。

总结：通过学习形成自己的历史知识框架和历史学科思维(可
借助思维导图、表格式知识图标、历史时间轴)

江苏初三历史知识点大总结篇五

《傅雷家书两则》是文学翻译家傅雷与在国外学习的儿子的
通信。选文是他所写的180多封信中的两封，分别写于儿子消
沉苦闷和欣喜成功的时候，从两个方面表达了傅雷对人生的
深刻体悟、对儿子的殷殷期望;以两种不同的风格展现了傅雷
对儿子的舐犊深情，以及对音乐艺术的真切感受。

《致女儿的信》是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面对14岁的女儿
询问“什么是爱情”的时候，给她讲述了一个极其动人的故
事。故事中，上帝三次来到人间，在人的眼神里先后读到了
三种东西：爱情、忠诚和心灵的追念。人在年轻的时候，异
性间很“容易”产生爱慕之心，但岁月和生命是对爱情的考
验：只有能经得起时间砺磨的忠诚，能超越死亡的心灵追念，
才配得上真正的爱情。

《故乡》选自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小说以“我”回故乡
的活动为线索，着重描写了闰土和杨二嫂，反映了辛亥革命
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与剥削之下农村破产、
农民生活痛苦的现实;揭示了封建传统观念对劳苦大众精神上
的束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强烈
不满和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孤独之旅》选自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的曾经获得“宋庆龄
文学奖金奖”的长篇小说《草房子》。这是一篇写少年成长
的小说。课文通过描写杜小康随像样放鸭所经历的一系列事
件和情感历程，描写了一个少年心理成长的轨迹，提示了挫



折能促进人迅速成熟这一道理。“孤独之旅”的含义不仅仅
指杜小康跟随父亲放鸭过程中产生的孤独、寂寞、恐慌之感，
还有杜小康灵变化的过程，即从孤独、寂寞、恐慌到坚强，
自己努力奋斗的人生历之旅。

《我的叔叔于勒》选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羊脂
球》。小说运用对比手法来写一个普通小市民家庭的日常生
活，充分地描述了菲利普夫妇对待亲兄弟于勒的前后截然不
同的态度，刻画出了一幅资本主义社会里贫穷则兄不认弟的
触目惊心的惨象，艺术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是“纯粹的金钱关系”的主题思想。

《心声》的作者黄蓓佳，这是一篇儿童小说，小说写一位与
万卡有着相似命运的小男孩李京京，要求在语文公开课上朗
读课文《万卡》被老师以“嗓子沙哑”为理由拒绝;纠正同学
的朗读错误被嘲笑;在公开课上终于得到机会，声情并茂地朗
读了课文。通过故事表达了孩子对和谐美好家庭的渴望，揭
示了在义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弄虚作假的不良现象。

《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的作者是美国实业家罗迦?费?
因格，课文从“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说起，先用四个
图形提出一个问题，然后通过对几种不同答案都具有合理性
的分析，引出“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的观点。引申
出“不满足一个答案，不放弃探求，这一点非常重要”，于
是顺理成章地提出“有赖于创造思维”，论述创造思维必需
的三个要素是：一、有渊博的知识，因为知识的组合能形成
新的创意;二、有探求新事物，并为此而活用知识的态度和意
识;三、持之以恒的毅力。课文还特别提出“发挥创造力的真
正关键，在于如何运用知识”，并举出两个例子加以证明。
然后再论述“任何人都拥有创造力”。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是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丁肇中一个报告中的一部分，是一篇漫谈式的议论
文。文章是围绕“中国学生应该怎样学习自然科学”这个论



题进行论述的。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应有格物致知的精神”。

江苏初三历史知识点大总结篇六

1、文艺复兴

时间：14世纪前后

地点：意大利

原因：最早出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

思想：人文主义思想

实质：资产阶级文化运动

人物、成就：但丁[意大利]诗人(《神曲》)

达芬奇[意大利]艺术大师(《最后的晚餐》、《蒙娜利莎》)

莎士比亚[英国]文学巨匠(《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利
叶》)

意义：文艺复兴推动了欧洲文化思想领域的繁荣，为欧洲资
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2、新航路开辟

根本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经济的出现

过程：

(1)1487年，葡萄牙的迪亚士从葡萄牙往东航行，到达好望角。

(2)1492年，哥伦布(意大利人)受西班牙王室的资助，到达美



洲。

(3)1497—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葡萄牙支持)到达印度
等地

(4)1519—1522年，麦哲伦奉西班牙国王之命，完成了环球航
行。

影响：

(2)欧洲大西洋沿岸工商业经济繁荣起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
产生和发展。(对资本主义发展影响)

(3)资本主义市场开始形成

(4)证明了地圆学说(同学补充，非重点)

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背景：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新兴的阶级——资产阶
级和新贵族

根本原因：封建专制统治阻碍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时间：1640—1688

导火线：苏格兰人民起义

开始标志：1640年议会的召开

：资产阶级和新贵族

文献：《权利法案》(革命后颁布)

结果：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国家



意义：英国资产阶级通过革命.了封建君主专制，确立了自己
的统治地位，为发展资产阶级扫清了障碍，推动了世界的历
史进程。

革命特点：时间长、过程曲折、妥协(不彻底)

4、美国独立战争

原因：

(1)英国希望北美殖民地永远做它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竭
力压制北美经济的发展。

(2)殖民地人民强烈不满，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3)英国的殖民统治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原因)

时间：1775—1783

开始标志：来克星顿枪声

导火线：波士顿倾茶事件

：北方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南方的种植园主

结束标志：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文献：《独立宣言》(革命中颁布)《美国宪法》(革命后颁
布)

结果：建立了联邦制资本主义国家

意义：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
独立，确立了比较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有利于美国资
本主义的发展，对以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起到了推动作



用。

初三历史学习方法

初三历史学习方法—要有主动性

在不靠别人督促，不在外力推动下学习。认清学习的重要性，
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坚持不懈地学习。有
计划地安排学习内容，做到课前认真预习，对老师要讲内容
做到心中有数，对于疑难问题做出记号，等到老师讲解时集
中精神听。对待作业能够独立地、按时完成。历史学习就会
日渐提高。

初三历史学习方法——进行预习

预习主要是知识准备，即上课前独立地自学好上课内容。在
新授课的这段时间里，这是最重要的学习环节。开学至今，
历史课用的学案中的“预习导学”部分，要求是提前自己独
立完成。

初三历史学习方法—提高课堂利用率

历史学习中要想记得多、记得牢，关键在于理解，因为只有
真正理解了的知识才不会忘记。上历史课和上其他课一样，
一定要专心听讲。历史老师的授课，主要侧重于重点、难点
的分析、隐性知识的得出、知识之间的联系等，这些都不是
同学自己可以完成的。所以在课堂一定要认真听讲。

初三历史学习方法—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

最起码要建立起自己的时空观念，形成历史时间线索和空间
线索。历史时间的记忆一般是学生苦恼的，其实除了重要事
件的时间需要确切记忆，大部分历史事件只是有个大概的时
间也就可以了，很多学生就是因为苦于记忆历史时间而丧失



了历史学习的兴趣。

初三历史学习方法—善于归纳总结

学生对历史学习畏之如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喜欢记忆
一些意义啊影响啊什么的，因为这些知识往往需要记忆的东
西很多，甚至是整整一大段。而这些知识又是历史学习至关
重要的，是历史学习得核心东西。学生在学习时可以将这些
知识进行归纳总结。

九年级历史学习方法技巧

首先，还是要做好预习、听讲、复习这三个步骤，虽然是千
篇一律的建议，但是要真正完成，还是需要持之以恒的。课
前认真预习可以让学生对新课里要讲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等
有一个大概地了解。另外，学生可以在预习的时候找出自己
不懂的问题，然后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进行解疑。上课认真
听讲，这是理解和掌握知识的关键。在听讲时还应学会记录
一些重点内容，将这些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如重复多次
的内容，课本中一些思考题的答案等等。

初中历史学习方法中用记忆来获取历史知识时学好历史的第
一步，众所周知，想要把知识记在脑中，记忆是首要的，其
次就是理解和运用，所以要学会把握记忆方法。在学习历史，
可以先去理解课本上的某个历史事件，然后再去背诵其接下
来的人物、概念、过程和时间等。在记忆复杂的年代地点人
物和事件时可以尝试一些新的方法，例如整理出一条线索，
找出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弄清每件史实的前因后
果。

从初一到初三的历史知识信息量非常大，中考涉及面又广，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快速、准确地记住这些历史知识呢?在初中
历史学习方法中，为了突破记忆难关，首先我们要反复记忆，
持之以恒。人的记忆是有一定周期性的，学习后出现遗忘是



一种正常现象，为了避免遗忘，我们要不断变换角度，进行
思考性的记忆。然后学会归纳比较，总结分析，加强对所学
重难点知识的理解。最后提纲挈领，把握全局，即清晰地把
握课本内容的连接、线索和事件范围，从宏观上把握课本内
容。

为了验证知识掌握的熟悉程度，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以及运用
历史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要适当地进行练习，检测
自己对知识的把握程度。历史的学习是枯燥冗长的，唯有将
它作为自己的一种阅读兴趣，带着目的去阅读和记忆，才能
真正学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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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初三历史知识点大总结篇七

“秦王扫六合”

一、秦统一六国和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

1.灭六国时间：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王嬴政陆续灭
掉六国。



2.秦朝建立：前221年，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
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定都咸阳。

3.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

(1)目的：为了加强统治创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2)最高统治者是皇帝，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
政、军事和监察

(3)地方推行郡县制度。(县制起源于商鞅变法，一直沿用到
今天)

二、秦朝巩固统一的措施

1.政治上：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
国家

2.经济上：统一货币(统一使用圆开方孔铜钱)、度量衡。

3.文化上：统一文字(把小篆作为全国规范文字)

4.思想上：焚书坑儒。

5.军事上：反击匈奴，北筑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南
凿灵渠，开发南疆。

6.秦统一后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制度。

大一统的汉朝

1.汉武帝的大一统具体措施：

(2)思想上：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
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



统治地位由此确立。

(3)军事上：对匈奴展开多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基本解除匈奴
对北部边郡的威胁。

(4)经济上：将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
钱。

汉通西域和丝绸之路

一、张骞通西域

1.西域位置：西汉时期，人们把今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
也就是今天新疆地区和更远的地方。

2.张骞两次通西域：

(1)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目的：联络大月氏
人夹击匈奴)

(2)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目的：加强与西域
各国的友好交往)

3.西域都护的设置：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总管
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于中央政府管辖，成
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丝绸之路：从长安通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往西亚，
再往欧洲，这条沟通中西交通的陆上要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丝绸之路。作用：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的促进东西方经济、
文化交流，对促进汉朝的兴盛产生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