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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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课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研制人：刘明森 审核人：叶文平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__授课日期：2021.10.15

【课程标准】

通过了解两宋的政治和军事，认识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 化与社会等方面的新变化

【课前自主学习】

1．宋初专制集权加强的背景有哪些？目的是什么？

2．宋初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措施有哪些？北宋分散机构权力有何体现？

3．北宋的治国方针是什么？是如何体现的？

4．宋初专制集权加强的影响有哪些？

5．结合《辽、北宋、西夏形势图（1111 年）》梳理北宋边疆状况如何？体现在哪些方面？

6．北宋财政危机出现的原因有哪些？

7．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有哪些？目的是什么？采取了哪些措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8．南宋与金议和的背景是什么？双方签订了什么协议？

9．南宋的偏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课中目标预设】

1．了解两宋的政治和军事，认识这一时期政治与社会等方面的新变化。

2．了解北宋初期的社会危机，认识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

3．了解宋同辽、西夏和金的关系，认识宋代民族关系的特点。

【重难点化解】

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 分）

材料一 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

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

——《资治通鉴》卷 226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爱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违反规定）；浚（掠夺）我以求宠（加

官进爵），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官吏）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延缓）。……夺

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买来了朝廷的恩宠）。

——《白居易集》卷 2《重赋》

材料二 今介甫（王安石）为政……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

莫安其居……

——司马光《家传集》

材料三 今之散青苗钱（农作物青黄不接时，官府提供的贷款）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

岁收其什四（十分之四）之息。

——司马光《司马光集》卷 60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税法的基本特点，并概括其历史意义。（8 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举出王安石针对“兵农”的改革措施各一项。（4 分）

（3）据材料一、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朝赋税改革与王安石变法存在的相同弊端。（2 分）

（1）特点：以人丁、资产及田亩缴纳税赋；一年分夏秋两次征税。（4分）

历史意义：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改变了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减轻了农民负担。（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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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农民进行编制管理和军事训练，追求兵农合一；向农民提供农业贷款。（4 分）

（3）弊端：官员在执行改革法令时，执行不力，腐败贪婪，增加了农民负担。（2 分）

【拓展提升】见教材 P47 探究与拓展

【课后巩固练习】（15 分钟）

一、选择题

1．《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写道：“太祖原是后周的殿前禁军统领，禁军不愿听命于 7 岁的皇帝，遂

拥立他为帝。”这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
A．阿保机建立辽 B．赵匡胤建立北宋

C．阿骨打建立金 D．元昊建立西夏

2．宋代在知州以外设“通判某州军事”一职，简称“通判”。知州的公文命令必须经通判的附署方能生

效，通判还可直接向朝廷奏事。这表明通判的作用是( )
A．制约地方长官 B．控制财政大权

C．提高行政效率 D．牵制中书门下

3．《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赵匡胤即位之初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问道于赵普。赵普对曰：“藩

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其中与“稍夺其权”相关的举措是( )
A．中央派文官出任地方各州的长官知州 B．设诸路转运司统管地方财政

C．将地方精锐部队编入禁军 D．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

4．“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

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对此理解最为准确完整

的是( )
A．北宋财政入不敷出，出现积贫局面 B．北宋政府机构重叠，形成冗官局面

C．北宋分散削弱相权，产生严重弊端 D．北宋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

5．在宋朝，（武官）即使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文人）状元

登第。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

A．大力提倡文治，崇文抑武 B．军队扩编，军费上升

C．边防压力巨大，岁币沉重 D．机构重叠，官员冗滥

6．北宋初期，御史弹劾官员时很少涉及宰相；到北宋中期，御史与宰相“分为敌垒，交战于庭”。这种

现象反应的本质是( )
A．官僚内部斗争集中在相位之争 B．专制权力得到进一步强化

C．宰相位尊权重的传统开始改变 D．监察官员与宰相权利对等

10．“时方镇阙守帅，稍命文臣权之，又置转运使、通判，为之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用归公上而

外权削矣。”其实质是( )
A．剥夺朝中大将的兵权 B．防止分裂割据

C．防止“陈桥兵变”重演 D．加强中央集权

11．宋太宗时期，宰相有 9人，参知政事有 23人，枢密使有 4人，知枢密院事有 3人，枢密副使有 12人，

同知枢密院事有 7 人，签书枢密院事有 5 人，三司使有 22人，除去重复任职者，参与这个宰相群体的有

55人。宋太宗的这些措施( )
A．激化了君相间矛盾 B．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

C．意在防范宰相专权 D．缩小了地方的行政权力

12．西方学者谢和耐在其《中国社会史》中说：“一来（燕云）十六州是唐代已丢，这给宋代军事造成的

问题是，牧马区丢失、中原失去屏障。二来，基于这样的情况，宋代处于北方的威胁之下，若是战争胜率

不高，那契丹人和金人早就该长驱直入了。”这表明宋代( )
A．积贫积弱导致边患危机 B．历史遗患影响边境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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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军事孱弱难与辽金抗衡 D．农耕文明已成落日余晖

13．2010年 3月 14日上午 10时，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

面并答记者问。言谈中，总理多次提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其中最让我们感觉温暖并视为经典的表述是总理

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说的那段话——“……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下列制度、法令中，既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又能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是

（ ）

①世卿世禄制 ②均田制 ③九品中正制 ④募役法

A．①②③ B．②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14．王安石变法，设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的赋税收入，掌握供需情况。凡采买、税收、上供物品，都可以

"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对于京都库藏支存定数，以及需要供办的物品，发运使有权了解核实，使能"从便

变易蓄买"，存储备用。这一做法旨在( )
A．打击商人的远程贸易行为 B．减轻农民运输负担，增加收入

C．解决南北经济不平衡问题 D．调剂物资供应关系，平抑物价

15．学者黄仁宇在谈到王安石变法时说:“新法之重点，无非加速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而它用经

济最前进的部门做财政的基础，技术上不能与大多数的小自耕农的低层机构融合……为效亦至微。”据此

可知，黄仁宇意在说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
A．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B．变法指导思想背离统治需要

C．忽视了经济基础 D．组织变法的机构不够健全

【反思感悟】思维导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