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课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复习教案

课程标准：

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制度变化与创新

教学目标：

知道从汉朝到唐朝时期选官制度、中枢机构和赋税制度的基本演变情况（时空观念，唯物史

观）。运用史料对比学习掌握科举制度、三省六部制和两税法的创新之处（史料实证）

学习重难点：

1.重点 ：汉到隋唐时期的选官、中枢政务制度

2.难点：多角度认识汉到隋唐时期制度的变化特征, 赋税制度的发展演变的特点、评价。

学习过程：

导入 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第二次大统一时期，隋唐的中国政治统一、国力强

盛，疆域开拓，经济繁荣，民族往来和对外交往的活跃，推动了制度上的创新，而制度创新

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新课讲授：

一、选官制度

1，察举制：

（1）时间:汉朝实行

（2）选官标准：注重道德修养、分科选人做官、地方推荐。

（3）作用：推动儒家思想成为汉代选拔官吏的标准，扩大了官吏来源，为汉统治提供官吏

人才；开创中国古代用考试选拔官吏的先例。

材料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洁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4）弊端：被选拔者不具备德行和才能，被世家大族把持，门第标准。发展成九品中正制。

2、魏晋：九品中正制

汉末社会动荡，“人口流移，考详无地”，察举制所依赖的乡里清议失去了社会基础。那时，

选官多操纵在地方大族名士手中。他们交结朋党，干扰选拔。

（1）背景：汉末，献帝流亡、民众四散，权力中枢与乡里清议脱节，察举制崩溃

九品中正制：魏晋时，全凭中正官作出模糊评语，结果就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2）评价：实质是汉代察举制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积极：这种制度适应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拔人才的需要，既继承了两汉乡里评议人

物的传统，又将评议权收归了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为隋唐科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②消极：选官的标准从初创时期的家世和才能并重，发展为主要看家世，成为世家大族

维护统治的工具。从而使得世家大族子弟依靠门第即可步入仕途，所以他们往往不注重提高

才能，而真正有才学但出身低微的人，很难在中央和地方出任高官。随着世家大族的没落，



依靠门第选官的九品中正制最终走向衰落。

创立 曹魏

方式 中央委任中正官为各地人才评定等级，共分九等，朝廷依此授以相应的官职。

标准 从初创时期的重视家世、道德和才能，演变为西晋时期主要看重家世。

影响 九品中正制是继承传统，集权中央（选拔方式进步）；维护士族，特权膨胀（选拔

标准退步）

2、隋唐：科举制

时期 表现

隋文帝 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

隋炀帝 设置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形成

唐太宗 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和明经两科为主

武则天 扩大科举取士的人数，首创了武举和殿试

唐玄宗 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

拓展：古代科举制的基层面貌

考前，童生必须准备两样东西：结状（保证书）和应试凭证（准考证）

考试共五场，一场一天，每日凌晨入场，若有一场未通过则淘汰

县试（童生）——府试（秀才）——乡试（举人）——会试（贡士）——殿试（进士）

古代男子一般在十岁左右踏上科举之路。考前，童生必须准备两样东西：1.结状，即保证书。

考生须同考五人互结和已考取秀才的廪生保结，开具结状。证明无身家不清或冒名顶替，如

有舞弊，则共同有罪。2.应试凭证，即准考证，为防假冒顶替，凭证上须注明考生的年貌特

征。备好结状和应试凭证后，县试要依循以下步骤：首先要验明凭证，看看是否有冒名顶替，

由于没有照相技术，考生须采用手写的方式描述出自己的形体特征；接着，就是脱衣搜身，

看看衣服、靴子里有没有夹带作弊的纸条；然后，发给座位号，进入考场参加考试。慈城校

士馆的考场，六人一间，每间设一名监考官。考试共五场，一场一天，每日凌晨入场，若有

一场未通过则淘汰。

材料一：自世卿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无论试诗赋、策论……人才辈出；虽

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

——孙中山

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回答：科举制度有何特点？

特点：自由报名、分科考试、差额录取、重视“进士”

材料二 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

——钱穆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回答：：科举制度有何影响？

进步性：

（1）打破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扩大统治基础，加强中央集权；

（2）从追求公平公正的角度来看有一定合理性;

（3）保证官员文化素质，提高行政效率。

（4）有益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

局限性：明清八股取士禁锢思想，文化专制加强，束缚个性才能发展；使人才缺乏进取和创

造精神，阻碍自然科技发展。

【课堂探究】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概况

选官制度 时期 选官标准

世袭制 夏商周 血缘

军功爵制 战国 军功

察举制 西汉 品德才能

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 品德、才能、家世

科举制 产生于隋，确立于唐，发展于北宋，衰落于明清 考试成绩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演变趋势

选拔标准：由家世门第、财产等级等演变为学识、才能。

选拔方式：由血缘、推荐、地方评论及品评演变为考试

选拔原则：逐渐走向制度化，体现相对的公平、公开

选官基础： 基础日益扩大，官员素质、不断提高。

二、三省六部制

复习 秦汉的中枢机构

1、秦朝：三公九卿

2、汉代：中外朝制

（1）汉武帝： 中朝（决策）→外朝（三公九

卿

执

行）

（2）

东

汉：

尚

书台成为决策、执行的中枢机构，三公被架空。

1、形成过程



魏晋：尚书省与中书省、门下省成为三省，出现三省制的雏形。

隋朝：正式确立三省六部制

唐朝：三省六部制完善

虽说唐朝制度大致循照隋朝的前例，内中实施的细则乃由于李世民的经理而产生。他在位共

23 年。唐朝制度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近于至善，其中大部之功绩应属于此位青年君主。

——黄仁宇

2、内容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钱穆《国史新论》

中书省：负责草拟皇帝的诏令

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有不妥者驳回

尚书省：负责执行，下设六部，分工处理各项具体政务

隋唐：设立政事堂，三省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

3. 三省六部制的特点：

（1）集体施政，追求体制内最大限度的民主，注重发挥集体智慧。

（2）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相权一分为三(决策、审议、执行)，分工明确，互相牵制，从

而达到有效监督。

（3）以皇权为中心

4.影响：

（1）集体施政，有利于保证政治清明，减少腐败。

（2）三省六部分工明确，处理各种日常事务，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3）三省互相牵制和监督，避免丞相大权独揽，利于加强皇权；

（4）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成熟的标志之一，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革。此后历朝基本

上沿袭这种制度。

拓展 “斜封墨敕”

...唐中宗也不经两省而径自拜封官职。但中宗究竟心怯，自己觉得难为情，故他装置诏敕

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

称为“斜封墨敕”。此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中书门下两省，而要请下行机关马虎承认之意。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权力运行制度化对皇帝产生了道德压力！

只有机警的读者不难一眼看出，这体系与时下所谓“互相制衡”截然不同。...无论唐太宗

探究 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不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只不过是因为儒教的纪律，

促使当今天子在内部制造了些许监督方式来警惕他本身。（如魏征）它代表着皇帝之意志力，

乃是一种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组织结构上之力量。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思考：以上反映了秦、汉、唐政治制度的什么趋势？

趋势：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

三、赋税制度

税 指封建国家依据它自己颁布的法律向它的臣民征收的那部分食物或者货币

役 指臣民为国家提供的义务劳动（更赋是一种代役税）

租 一夫一妇每年交纳的粟

庸 指男子不服徭役的可以缴纳绢或者布来代替

调 一夫一妇每年交纳的布或者帛

1、唐初：租庸调制

（1）吸收了：魏晋的租调制和北魏的均田制

（2）对象：21-59 岁的成年男子

（3）创新：庸，以布绢代替徭役

（4）影响：保证农民的生产时间和政府的赋税收入

拓展 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

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

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

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租庸调制的）重大例外不是基于财产而是基于特权阶层群体。任何宗室成员、所有有爵位

的家族、所有官员和很多为政府工作的人、所有有官阶的人，以及所有僧尼道士都被免除赋

税劳役。

——《哈佛中国史 3·世界性的帝国：唐朝》

“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

——唐玄宗《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

特权阶级的存在和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影响国家赋税收入！

2、两税法

（1）780 年，唐德宗接受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新唐书· 杨炎传》

不分主客，只要今天住在这地方，就加入这地方的户口册。

——钱穆

（2）内容:

①每户按人丁和资产缴纳户税，按田亩缴纳地税

②取消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杂役；

③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

探究与拓展

阅读课本 P41 中的两则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议两税法并谈谈你对两税法利弊的认识。

评价两税法；

（1）积极性：

①简化税收名目，减轻人民负担，缓和社会矛盾。

②扩大收税对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③“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减轻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

④以货币为主要征税方式，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2）局限性：两税法并没有减轻纳税农民的负担

①没有规定全国统一税额，各州之间税赋轻重不均；

②各类加征及苛敛杂税对两税法造成破坏瓦解。

③土地兼并严重；

④长期不调整户；

⑤没有灾害减免的规定等

小结：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的演变

春秋 相地而衰征 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土地质量优劣和产量多寡,分别征收不同数量

的土地税



初税亩 鲁国实行的以实物地租 代替 劳役地租 的一项 改革 ，它是承认私

有土地合法化的开始。

汉代 编户齐民

制度

户籍制度，规定凡政府控制的户口都必须按姓名、年龄、籍贯、身

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目一一载入户籍，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

平民百姓

魏晋 租调制 按户征收粮和绢帛

隋唐 （前期）租庸

调制；

将赋税征收对象定为 21 至 59 岁的成年男子。除租、调外，男子不

去服徭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称为庸。以庸代役保证农民有较充

分的生产时间，政府的赋税收人也有了保障。

（后期）两税

法

每户按人丁和资产缴纳户税，按田亩缴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和切茶

税、杂役;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

北宋 募役法 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服役的人户.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

方田均税法 各州县耕地进行清查丈量，

明朝 一条鞭法 :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

亩折算缴纳

清朝 地丁银 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课堂小结：隋唐的制度建设

科举制：开放相宜政权

三省制：职权共享互制

两税法：松弛人身限制

板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