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单元  商鞅变法 
本单元高考内容标准： 

1、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改革的基本史实，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征。 

2、了解商鞅变法的具体措施和内容，认识其特点。 

3、探讨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 

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改革的基本史实 

1、时代特征——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正由奴隶社会正向封建社会过渡。 

（1）经济上：由于铁农具和牛耕的出现并逐步推广，使生产力迅速发展。（根本原因） 

（2）政治上：新兴地主阶级要求进行社会变革，各国纷纷变法。 

（3）军事上：争霸战争需要“富国强兵”。（直接推动力） 

（4）文化上：百家争鸣，尤其法家学说成为改革的思想理论武器。 

2、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改革的基本史实 

①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已经陆续推行了一些变革措施。②进入战国时期，新兴地主的经济

和政治势力越来越大，他们要求进行改革，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发展封建经济。同时，

各国统治者都希望通过变法改革，实现富国强兵，于是，变法改革成为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

在各国蓬勃兴起。著名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促

进了政治的进步和经济、军事的发展壮大。 

二、秦国的商鞅变法（前 356 年开始   秦孝公  ） 

1、商鞅变法的背景： 

①时代背景：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正由奴隶社会正向封建社会过

渡。 

②秦国背景：秦国地处西部边陲，经济文化落后； 

秦国国君权力比较集中； 

秦孝公求贤若渴，重用商鞅，主持变法； 

法家学说得到认同等。 

2、改革的主要内容（或措施） 

①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实质是废除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以

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封建制的经济基础，最能体现变法的性质。） 

 奖励耕织，重农抑商；     

    统一度量衡。 

②政治、军事上：推行县制；  

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 ；     

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二十级爵制； 

③思想文化上：“燔诗书而明法令，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 

④社会习俗上：推行“分异”令，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室。（移风易俗） 

3、商鞅变法的结果——“商鞅虽死，秦法未败”。 

商鞅变法的中心措施：“农战”和“法治”。 

商鞅变法的目的：实现富国强兵。 

改革的特点：是一场全面的、较为彻底的改革。 

4、商鞅变法的性质—— 是一场较为彻底的封建地主阶级改革运动。 

5、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 

①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废除了奴隶制度，创建了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 

②改变了秦国的社会风气，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繁荣，增强了军事实力，壮大了国力。 

总之，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秦国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



都起了重要作用。 

6、商鞅变法的历史局限性 

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并实行文化高压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 

没有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  

压制工商业发展，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 

7、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原因 

①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根本原因） 

②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变法措施实行坚决,这是成功的重要原因； 

③改革措施符合秦国国情； 

④改革措施全面有效； 

8、商鞅变法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和教训 

①改革是实现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②只有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改革，国家才会有光明前途。 

③改革会遇到种种旧势力、旧习俗的阻挠和反对，会付出沉重代价，必须坚持不懈，克

服重重阻力才能成功。 

④改革要讲究策略的灵活性，以减少改革的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