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考试科目

中国古代史

二、考试方式

笔试、闭卷

三、考试时间

120 分钟

四、试卷总分

150 分

五、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史(上)》(第 4 版)，晁福林主编，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8.8

《中国古代史(下)》(第 4 版)，宁颀主编，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8.11

六、考试基本要求

《中国古代史》（专升本）考试，是按照全日制普通高校

历史学专业该课程的要求进行的选拔性考试。命题的指导思

想是全面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基本知识和主要知识点学习、

理解和掌握的情况。试卷题目数量多，范围广，其中基本知

识占比在 80%以上。目的是从报考的专科毕业生中选拔优秀

者入学深造，考查学生在掌握中国古代史基本史实的基础上，

对于基本概念的理解与掌握，运用基础知识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及一定程度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通

过考试进一步促进考生提高历史学的专业知识水平，初步具



备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素养。

七、考试内容

第一章 原始社会

了解我国原始群和氏族公社阶段的基本情况；掌握仰韶

文化、半坡遗址、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黄帝等名词概念；

弄清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的异同；知道原始社会解

体的原因。

第二章 夏、商

了解我国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掌握涂山之会、

二里头文化、太康失国、少康中兴、盘庚迁殷、甲骨文等名

词概念；了解商代发达的青铜文化。

第三章 西周

了解周初国家机构的内容及其实质；掌握武王伐纣、牧

野之战、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等历史事件，弄清分封制、宗

法制、井田制和礼乐制度。

第四章 春秋时期

了解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掌握春秋五霸、

城濮之战等名词概念；弄清孔子、老子等的政治思想和教育

思想。

第五章 战国时期

了解战国时期封建制的确立以及各国变法的内容、性质

以及对封建制最终确立的作用；七国之间的政治、军事争夺

大致情况；秦完成全国统一的原因、过程和历史意义；百家

争鸣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及意义。



第六章 秦朝

了解秦统一中国的过程和巩固统一的措施；掌握长城、

灵渠、焚书坑儒、巨鹿之战和兵马俑等基本知识；弄清秦实

现统一和迅速灭亡的原因；认识秦的历史地位；并能对秦始

皇进行正确的评价。

第七章 西汉

了解西汉时期的社会风貌；掌握楚汉战争、鸿门宴、五

铢钱、文景之治、七国之乱、崇儒更化、丝绸之路、昭君出

塞等名词概念；了解西汉“黄老政治”的实质及其客观作用，

西汉中央与地方王国之间的斗争；弄清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的措施及西汉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认识司马迁和《史记》

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分析王莽改制的出现及其失败原因；

了解绿林赤眉大起义的过程和影响。

第八章 东汉

了解东汉王朝兴衰的过程；掌握“光武中兴”、“党锢之

祸”等名词概念；弄清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原

因以及黄巾大起义的情况；认识东汉豪强地主田庄出现的原

因、特点和影响。

第九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

了解魏、蜀、吴三国的社会状况；掌握“官渡之战”、“赤

壁之战”、“九品中正制”、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永嘉之

乱、占田制等名词；分析曹操能够统一北方而不能统一全国

以及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原因；弄清“门阀政治”的内涵；

正确认识淝水之战中前秦失败的原因；了解北魏孝文帝改革



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作用；分析侯景之乱的原因及

其影响；了解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主要内容。

第十章 隋朝

掌握“大索貌阅”、“输籍定样”等名词概念；分析隋朝

统一全国的原因；掌握隋初改革的主要内容；了解大运河的

修建及其意义；公正评价隋炀帝；正确认识隋朝的历史地位。

第十一章 唐朝

了解唐代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掌握“玄武门之变”、贞

观之治、开元盛世、藩镇割据、甘露之变、会昌灭佛、古文

运动、《唐律疏议》、《史通》等名词概念；了解安史之乱的

背景、经过和影响；认识唐代文化的特点和唐王朝的历史地

位；对唐太宗和武则天进行科学的评价；分析唐代文化发达

的原因。

第十二章 五代十国

了解五代十国局面形成、存在的原因；总结五代十国时

期的特点；了解后周世宗柴荣的改革；弄清幽云十六州问题

的来历；分析五代时期的“冯道现象”。

第十三章 宋、辽、西夏、金

了解北宋强化君主专制集权统治的措施；分析北宋的“守内

虚外”，“不抑兼并”的政策；注意宋王朝与辽、夏、金之间

的关系；弄清北宋前期集权措施的利弊得失；掌握陈桥兵变、

澶渊之盟、靖康之难、绍兴和议、程朱理学、《资治通鉴》、

《梦溪笔谈》等名词概念；对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进行分

析评价；对岳飞进行评价。



第十四章 元朝

了解蒙古国西征和南进的基本情况；掌握行省制度、达

鲁花赤等名词概念；弄清成吉思汗、忽必烈、耶律楚材的历

史贡献；分析评价元朝的民族政策；了解元朝文化的主要内

容。

第十五章 明朝

分析明初加强专制统治的措施；掌握厂卫制度、卫所制

度、靖难之役、土木之变、一条鞭法和八股文等名词；弄清

郑和下西洋的经过及其意义；弄清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

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缓慢的原因；弄清明代中后期宦官专权的

情况及其危害；对张居正改革进行评价。

第十六章 清朝（鸦片战争前）

掌握八旗制度、三藩之乱、《尼布楚条约》、军机处、改

土归流、摊丁入亩、乾嘉学派等名词；了解清初加强中央集

权的措施，掌握清代前期发展经济和维护边疆的措施；弄清

“摊丁入亩”与“一条鞭法”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