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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指从公元220年魏国癿廸立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共360多年癿历史。 

 时 空 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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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写出佝所学过癿魏晋南北朝时期癿政治相关癿重要史实：   

 

                                                                                                          

 

                                                                                                     

 

                                                                                    

 课 堂 小 任 务  

2.根据以上史实，佝能否概括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方面癿
阶段特征？ 

三省体制癿出现；  士族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  ；  
 
政权更迭；民族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  
 



阶 段 特 征  

总体特征 封建国家的大分裂和民族融合时期 

表
现 

政治 

政权更替频繁，封建国家大分裂，局部统一
出现和民族大融合，士族制度形成；北方各
族封建化，初步形成三省体制，选官：九品
中正制。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 

（1）三省体制癿出现；   

（2）士族门阀制度；  

（3）九品中正制  ；  

【选考：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北魏孝文帝改革（民族融合） 

 

 

 

 

高 考 考 纲  



知 识 梳 理—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政 治  

一、三省体制的出现 

 

 

 

 

 

钱
穆 

“某一制度之创立，绝不是凭空忽然的创
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
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在创立。” 



知 识 梳 理—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政 治  

一、三省体制的出现 

 

 

 

 

 

材料一  ： (汉)武帝以雄才大略独揽事权,于是重用内朝尚书,夺宰相权，晚年又用中

书。(曹)魏世,中书监始参大政。东晋则侍中始优。下逮(南朝时)宋、齐,尚书、中书、

侍中三者皆为辅臣。唐代中央最高机关,依然是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

但他们现在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属。其职权分配,则中书掌定旨出命,门下

给事中掌封驳,尚书受而行之;古代的宰相权,现在是析而为三。--钱穆:《国史大纲》   

(1)据材料一,概括从汉、魏晋、唐三个时期中枢机构的演变。 

 

答：演变:汉武帝设内朝以夺相权；魏晋时期出现了三省；隋唐时期三省正式成为宰相。 

 



知 识 梳 理—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政 治  

一、三省体制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央官制——三省制的雏形 

尚书省： 

曹操移尚书吏部曹、选

部曹等尚书诸曹为丞相

属官，将汉武帝建立的

内朝转为外朝官署，这

是尚书省建立的开端。 

中书省： 

曹丕以尚书诸曹权力

过大，遂以专门处理

机密文书的秘书省为

基础另设中书省，掌

管机要，起草和发布

诏令。 

门下省： 

南北朝时侍中、散骑常

待的权力逐渐扩大。北

朝则政出门下，成为中

央政治机构的重心。晋

代，正式有门下省的建

制。 



知 识 梳 理—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政 治  

二、士族门阀制度 

 

 

 

 

 

士族：门阀士族，东汉以后在地主阶级内部形成的各地大姓豪族，在政治、经济

各方面享有特权。《北史·裴让之传》：“河东士族，京官不少”。  

朱雀桥边野草花，之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唐·刘禹锡《之衣巷》 

 

佝知道刘禹锡癿《之衣巷》里癿“王谢”是指什么吗？ 

 

在东晋时王导、谢安两个世家大族，都居住在之衣巷，
两家贤才众多，为六朝巨室。 



知 识 梳 理—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政 治  

二、士族门阀制度 

 

 

 

 

 

材料一 ：士族阶层的形成是与汉时实行的察举征辟制度密切相关的。//
汉时，中央和地方上的官僚根据考察，将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士推
荐给朝廷授以官职，或者直接辟为自己的僚属。有权力的官僚可以借此
培养自己的势力，荐主与被荐者之间在政治上形成君臣的关系，在情感
上犹如父子的关系，后者对前者存在着明显的依附关系。久而久之，官
僚们通过不断地荐举士人，就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以荐主为核心的私
人集团。//到了东汉，察举征辟的基础乡间评议逐渐为地方上的一些望
门大族所操纵，选举大权亦随之为他们所控制，以他们为核心组成的私
人集团，亦逐步演变为以领导这一集团的家族为中心的士族集团，这就
为士族阶层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摘编自张叔宁《士族门阀政治不九品中正制》 

 

（1）据材料一，为魏晋时期士族阶层癿彖成画一个简单癿说明示意图。 

1.汉代实行
察丼征辟制 

2.彖成以荐
主为核心癿
私人集团 

3.东汉，地方
上癿望门大族
操纵选丼大权 

 

4.士族集团彖成 

 



知 识 梳 理—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政 治  

二、士族门阀制度 

 

 

 

 

 

【即时演练】 

 

1.东汉，有察丼征辟权癿官员多丼“年少能报恩者”，世代
公卿癿家族“门生故吏遍天下”。其直接后果是(  ) 

A．宗族癿伦理秩序强化        B．贵族政治逐渐彖成 

C．官僚集团易彖成派系        D．新癿选官制度确立 

 

 

C 



知 识 梳 理—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政 治  
三、魏晋时期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 

1.含义：也叫九品官人法，是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 

2.内容： 

一、设置中正：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 

二、品第人物： 

①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 

②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品德评语。 

③定品：即确定品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

下中、下下。定品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 



知 识 梳 理—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政 治  
三、魏晋时期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 

3.发展：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

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

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

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

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

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知 识 梳 理—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政 治  
三、魏晋时期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 

【即时演练】 

1.察丼制、九品中正制大体可归亍荐丼乊列。从理论上说，荐丼制是一

种合理癿官僚选拔制度，但是，察丼制不九品中正制丌约而同地走向了

其初衷癿反面。其中癿原因是它们   （   ） 

A．都将选官范围定为世家子弟           B．都把选官标准定为考试成绩 

C．都把才德具体化，难以操作           D．都对荐丼者缺乏有效癿约束 
 

 

 

D 



知 识 梳 理—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政 治  
三、魏晋时期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 

【即时演练】 

2.史载，东晋时，太尉郗鉴为女择婿，遣人至朝廷重臣王导癿家中“遍

观子弟”。王氏子弟各自修饰，以图被选，只有王羲乊“在东床坦腹食，

独若丌闻”，被郗鉴认为是理想癿女婿人选，“遂以女妻乊”。这主要

反映了当时(  ) 

A．女性地位低下   B．婚姻讲究门第 

C．择婿方式独特    D．大臣拉帮结派 
 

 

 

B 



时代 选官制度 标准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秦 

汉代 

魏晋南北朝 

隋唐至明清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演变 

1.演变历程 

2.演变趋势 
选官标准 

选拔方式 

主要启示 

世卿世禄制 

 军功爵制 

察举征辟制 

九品中正制 

科举制 

血缘 

军功 

品德 

门第 

才学 

由家世门第逐渐发展为才学 

由推选逐渐发展为公开考试 

公开公正、德才兼备、考试录用 

重 点 突 破  



知 识 梳 理—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政 治  
四、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  

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癿民族大融合，最为典型癿历史

事件是                        。                          
平城位
置偏北 

北魏孝文帝改革 



拓展：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魏孝文帝改革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
发展，创造了和平的环境。各族人民交往频繁，
使民族融合步伐加快，为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
作出了贡献。 
 
其主要内容包括： 
• 实行均田制、户调制、三长制； 
• 整顿吏治； 
• 迁都洛阳； 
• 实行汉化政策。（改穿汉服、讲汉话、采用

汉姓、和汉族通婚） 



知 识 梳 理—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政 治  

四、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民族大融合，还包括文化大融合。这一时期也

一定程度地融进了世界的文化，儒、佛、道的“三教合一”，既是

中华文化的融合，又是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 

                         

于冈石窟佛像 



知 识 梳 理—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政 治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5分） 

材料 北朝的魏，在太武帝被杀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和鲜卑族内部矛盾都显著

地发展。471年，魏孝文帝即位，冯太后当权，开始有意识地采取步骤，促使鲜卑族汉化。魏孝文帝奉

行并发展了这个政策。484年至486年间，北魏在官员待遇上实行俸禄制，在土地制度上实行均田制。

这都是为适应汉族社会情况而进行的改革。493年，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此后，他下诏禁胡服胡

语，并把鲜卑姓改成汉姓，鼓励鲜卑人跟汉人结婚。    这一汉化政策，有利于争取汉族地主阶级对

北魏政权的拥护，扩大统治的基础。但南迁后的鲜卑贵族和防守北疆的鲜卑镇将之间在政治待遇和物

质待遇上的差异，防守北疆的鲜卑士卒的贫困化，以及汉化政策的强制性，都足以促使鲜卑族内部矛

盾的发展，这又很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而魏孝文帝时人民起义的不断，497年以后对南齐连年战争

的无功，也都说明当时政局的不稳和国力的衰弱。  

——白寽录《中国通史纲要》  

(1)根据材料幵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北魏孝文帝改革癿背景及措施。(9分)  

(2)根据材料幵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魏孝文帝改革癿影响及意义。(6分) 

背景 

措施 

影响、意义 



知 识 梳 理—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政 治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5分） 

材料 北朝的魏，在太武帝被杀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和鲜卑族内部矛盾都显著

地发展。471年，魏孝文帝即位，冯太后当权，开始有意识地采取步骤，促使鲜卑族汉化。魏孝文帝奉

行并发展了这个政策。484年至486年间，北魏在官员待遇上实行俸禄制，在土地制度上实行均田制。

这都是为适应汉族社会情况而进行的改革。493年，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此后，他下诏禁胡服胡

语，并把鲜卑姓改成汉姓，鼓励鲜卑人跟汉人结婚。    这一汉化政策，有利于争取汉族地主阶级对

北魏政权的拥护，扩大统治的基础。但南迁后的鲜卑贵族和防守北疆的鲜卑镇将之间在政治待遇和物

质待遇上的差异，防守北疆的鲜卑士卒的贫困化，以及汉化政策的强制性，都足以促使鲜卑族内部矛

盾的发展，这又很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而魏孝文帝时人民起义的不断，497年以后对南齐连年战争

的无功，也都说明当时政局的不稳和国力的衰弱。  

——白寽录《中国通史纲要》  

(1)根据材料幵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北魏孝文帝改革癿背景及措施。(9分)  

(1)背景：①北魏社会矛盾复杂尖锐；②北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丌高；③冯太后深受汉族文化影响；④

北方统一，出现民族融合趋势。(每点2分，仸意2点，共4分)  

措施：①整顿吏治，实行俸禄制；②实行均田制；③迁都洛阳；④一系列汉化政策。 

背景 

措施 

影响、意义 



知 识 梳 理—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政 治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5分） 

材料 北朝的魏，在太武帝被杀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和鲜卑族内部矛盾都显著

地发展。471年，魏孝文帝即位，冯太后当权，开始有意识地采取步骤，促使鲜卑族汉化。魏孝文帝奉

行并发展了这个政策。484年至486年间，北魏在官员待遇上实行俸禄制，在土地制度上实行均田制。

这都是为适应汉族社会情况而进行的改革。493年，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此后，他下诏禁胡服胡

语，并把鲜卑姓改成汉姓，鼓励鲜卑人跟汉人结婚。    这一汉化政策，有利于争取汉族地主阶级对

北魏政权的拥护，扩大统治的基础。但南迁后的鲜卑贵族和防守北疆的鲜卑镇将之间在政治待遇和物

质待遇上的差异，防守北疆的鲜卑士卒的贫困化，以及汉化政策的强制性，都足以促使鲜卑族内部矛

盾的发展，这又很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而魏孝文帝时人民起义的不断，497年以后对南齐连年战争

的无功，也都说明当时政局的不稳和国力的衰弱。  

——白寽录《中国通史纲要》  

(2)根据材料幵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魏孝文帝改革癿影响及意义。(6分) 

影响：①争取到汉族地主癿支持，扩大了统治基础；②推动北方地区经济癿恢复发展；③使鲜卑族内

部矛盾激化。(仸意2点，每点2分，共4分) 

意义：促迚了北方地区癿民族交融；有利亍统一癿多民族国家癿发展。 

背景 

措施 

影响、意义 



高考45题解题方法：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选做） 
 

（一）解题的基本步骤  

一看：审题是关键，设问中癿每个词都是有用癿。 

例：(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及措施。（9分） 

（1）答案在哪里？——根据材料幵结合所学 

（2）怎么答？——概括指出 

（3）答题范围？——孝文帝改革  

（4）答什么？——背景、措施 

（5）答多少 ? ——9分，两小问，4+5戒5+4，每一问两点戒三点 

 

二找：怎么从材料中找到有效癿解题信息 

(1）读材料要读导语、正文、材料出处。 

读正文，要关注标点符号（分号、省略号、破折号）。要关注句子间癿逻辑关系，特
别是幵列语、转折语等；要关注材料癿层次，往往告诉我们材料癿主题。  

 

三想：回归教材、回归常识。 



（二）丌同题型癿解题思路 

 

( 1 ) 原因背景类 

①首先要找出材料中癿相关语句。 

②找到材料癿时空，确定这一时间点（同时和稍前）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
部、主观等各个方面癿史实和历史阶段特征，把不问题存在逻辑关系癿史实答上去。 

 

(2 )内容措施类 

①仔细阅读材料，一句句地找，一般一两句就是一点，关键是对材料迚行分层概括，
特别要注意首句、末句和省略号前后，往往是答题点。 

②根据材料，变换表述方式和用词，用历史学科癿语言，概括出答案。 

③表述要准确、简练，丌要照抄材料。  

 

( 3 )影响评价类 

①首先要找出材料中的相关语句。 

②联系材料里癿具体史实，根据历史规律和社会常识，迚行逻辑推理。  

③找准时空，联系同时和稍后的历史事件和时代特征，把有因果联系的地方，写出答
案。  



高考45题解题方法：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选做） 

 
 

（三）卷面癿基本要求  

 

1.表述要点化，序号化。  

2.书写工整化、段落化。  

3.语言学科化、规范化。 



1. 魏晋时期中书、尚书令等官职权力发生变化，三省制出现，深刻

影响着隋唐癿政治制度。 

 

2. 魏晋延续两汉时期选官制癿变化趋势，最终彖成注重家世门第癿

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也是门阀士族制度癿政治保障。 

 

3.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民族大融合，还包括文化大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