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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一历史导学案

第 10 课 辽夏金元的统治

研制人：刘明森 审核人：叶文平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__授课日期：2021.10.18

【课程标准】

通过了解辽夏金元诸政权的建立、发展和相关制度建设，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

族封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课前自主学习】

1．梳理辽朝建立的概况及统治方式。

2．金朝是如何建立并一步步入主中原的？金朝的统治方式是什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3．梳理从蒙古崛起到元朝统一的过程。

4．元朝建立后采取了哪些加强地方管理的措施？

5．结合《元朝形势图》分析元朝实行行省制度的目的、特点和意义。

6．元朝实行怎样的民族政策？目的是什么？元朝灭完后，民族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课中目标预设】

1．了解辽夏金元诸政权的建立、发展和相关制度建设。

2．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重难点化解】

1.材料一 秦汉以来，地力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政区的自然属

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容易产生割据局面。从元代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

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

认同感，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

——百度百科

材料二 各行省的重大民政事务，必须呈—报中书省；军政要务则需呈报枢密院。没有中书省、枢密院转

发的诏旨，行省官员既不能更改赋税，也不得调动军队。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三 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

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

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元朝地方划分原则与前朝有何不同？

（1）原则：前朝山川地形为主 元朝以犬牙交错为主

（2）根据材料二、三，思考元代行省权力为什么很强大却最终没有演变为地方割据势力？

（2）行省地方势力虽然强大，主管境内各项事务，但其受中央节制比较严重。

（3）根据上述材料及所学，概括元朝行省制度的特点，分析行省制的影响。

（3）特点：①在行省区划上形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格局

②行省权力大而不专；
③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

影响：教材 P57-58

【拓展提升】见教材 P59 探究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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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巩固练习】（15 分钟）

一、选择题

1．公元 10 世纪到 13 世纪，中华大地呈现出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这些政权虽由不同民族建立，但都为

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以下属于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有（ ）

①辽 ②北宋 ③金 ④南宋 ⑤西夏

A．①②③④⑤ B．①③⑤ C．①②③⑤ D．①②③④

2．由于地处长城内外，长城外各族以游牧经济为主，长城以南则是以城郭为居的农业经济。为适应这种

状况，辽中央政权采取了灵活的统治策略。这一做法( )

A．解决了辽宋之间的矛盾 B．促使辽过渡到农耕文明

C．适应了不同生产方式的需求 D．促进了南北经济贸易往来

3．《辽史·百官志》载：“辽初官职，多由帐院所选，不设科举保荐之法。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

人……太宗兼治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制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材料表明，辽朝实行科举制的主要

目的是（ ）

A．笼络统治北方汉民族的需要 B．治理幽云十六州的需要

C．借鉴中原农耕文明的需要 D．建立“蕃汉”二元体制的需要

4．宋致和元年（1054 年），西夏派遣到宋朝的使者有庆唐徐舜卿（汉人），其中庆唐为番号官称。这说

明（ ）

A．番号官称并非党项人所专授 B．党项人可以兼任汉官

C．西夏继承了辽朝职官系统 D．西夏政权掌握在汉人手中

5．1170 年，南宋范成大出使金朝，所撰《燕宾馆》诗中说：“苦寒不似东篱下，雪满西山把菊看。”自

注：“至是适以重阳，虏重此节，以其日祭天，伴使把菊酌酒相劝。”从中可以得知（ ）

A．南方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 B．金朝对南宋使臣极为尊重

C．重阳节赏菊习俗源于女真 D．女真族吸收了中原的文化

6．中国社科院知名学者白钢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说：“元朝的行省实际上是封建中央集权分寄于地

方……它负责处理境内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类事务。此外行省还有一个重要职能是聚集境内财富，以供

中央需要。行省的治所往往就是完成这种职能的‘中转站’。”对材料理解准确的是（ ）

A．行省制必然导致地方势力膨胀 B．行省制下地方权力相对较大

C．行省制体现了分权与制衡原则 D．行省是元朝最高的行政机构

7．《元史·百官志》有云：“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致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

为达于省。”据此可知宣慰司（ ）

A．是中书省派驻边疆的地方机构 B．被少数民族地区的僧俗首领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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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为宣政院辖属的地方宗教机构 D．是掌管军政大权的行省分设机构

8．元朝时期，“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中原之士“西游昆仑圃，北望

大荒之野，涉黄河之流，而寻瑶池之津”。对上述历史现象理解最恰当的是（ ）

A．元朝时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 B．元朝时边疆和内地民族联系加强

C．元朝重建大一统，疆域辽阔 D．西域民族政权派人学习中原文化

9．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

方来管事……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这说明元代的行

中书省( )

A．不利于君主专制 B．容易导致地方割据

C．强化了中央集权 D．一定程度限制皇权

10．1170 年，南宋范成大出使金朝，其所撰《燕宾馆》中说：“苦寒不似东篱下，雪满西山把菊看。”(作

者自注：“至是适以重阳，虏重此节，以其日祭天，伴使把菊酌酒相劝。”)从中可以得知( )

A．南方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 B．金朝对南宋使臣极为尊重

C．重阳节赏菊习俗源于女真 D．女真族吸收了中原的文化

【反思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