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大学 2023 年硕士生入学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学院名称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单元 说明

历史学院 863 中国古代史

说明栏：各单位自命题考试科目如需带计算器、绘图工具等特殊要求的，请在说

明栏里加备注。

示例：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中国古代史》考试大纲

一、考试对象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历史学科教育方向考生。

二、考试目的

本考试大纲是应郑州大学教育学院历史学科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的要求编制的。《中国古代史》考试，是按照全日制普通高校历史学专业该课程

的要求进行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目的是从报考该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中选拔优

秀者进行硕士入学考试，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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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水平，

初步具备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素养。本门课程考核要求分为“了解”、“掌握”

二个层次。其含义：了解，指学生能懂得所学知识，能在有关问题中认识或再现

它们；掌握，指学生清楚地理解所学知识，并且能在简单应用中正确地使用它们，

分析较为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问题。

三、考试方法和考试时间

1.考试方法：闭卷、笔试

2.记分方式：百分制，满分为 150 分

3.考试时间：180 分钟

4.试题总数：9题

命题学院（盖章）： 历史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863 中国古代史



5.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命题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主

要知识点学习、理解和掌握的情况。命题的原则是：题目数量多、份量小，范围

广，最基本的知识一般要占 60%左右，稍微灵活一点的题目要占 20%左右，较难

的题目要占 20%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题目，即使大题目也不应占分太多，

应适当压缩大题目在总的考分中所占的比例。客观性的题目占较重的份量。

6、题目类型

（1）名词解释（每题 10 分，共 5题，共 50 分）

（4）简答题（每题 20 分，共 2题，共 40 分）

（5）论述论（每题 30 分，共 2题，共 60 分）

四、考试内容、要求

第一章 中国原始社会

1、了解中国历史是怎样开端的。

2、掌握氏族是怎样形成的，母系氏族在什么条件下过渡到父系氏族，以及

两个阶段的各自历史特点；掌握丰富的史前文化类型和特点等。

第二章 夏、商

1、了解我国夏朝、商朝的建立、发展和衰亡的历史。

2、掌握夏朝、商朝的统治区域，夏朝、商朝的建立者和覆亡者，盘庚迁殷，

商朝的继承制度，国家机构，内外服制度，商人的信仰。

第三章 西周

1、了解西周的建立、发展及衰亡的历史。

2、掌握周初的分封、宗法、礼制的内容和作用。

第四章 春秋

1、了解春秋争霸产生的历史条件、争霸口号“尊王攘夷”的内涵以及争霸

的历史影响；这一时期变革的经济基础，井田制的崩溃及土地私有制的出现。

2、掌握春秋五霸，城濮大战，管仲改革，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内容和评价。

第五章 战国

1、了解战国时期是封建制的确立阶段。秦国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变法的

内容、性质以及对封建制最终确立的作用。

2、掌握七国之间的政治、军事争夺及秦完成全国统一。百家争鸣产生的历

史背景。围魏救赵、马陵之战、合纵和连横，长平之战，儒墨道法四家学说与价

值。

第六章 秦

1、了解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统

一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确立。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2、掌握秦制的内容和影响。全面评价秦始皇嬴政。分析项羽、刘邦在楚汉

之争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焚书坑儒，巨鹿之战。

第七章 西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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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林赤眉大起义的过程和影响。



2、掌握汉武帝时西汉盛世的内容，对汉武帝作评价。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影

响。分析王莽改制的出现及其失败原因。

第八章 东汉

1、了解东汉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大地主田庄出现的原因和影响。黄巾大

起义的历史特征及其失败原因。张衡与浑天仪，华佗，张仲景，汉赋，今经古文

之争。

2、掌握东汉外戚、宦官交替执政局面的出现的原因和影响。党锢事件。司

马迁与《史记》，班固与《汉书》，

第九章 三国、西晋

1、了解三国、西晋的建立发展和衰亡的历史。曹操、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

评价。

2、掌握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九品中正制的内容和作用。

第十章 十六国、东晋

1、了解东晋的建立、发展和衰亡的历史，十六国的基本情况，前秦统一北

方。

2、掌握门阀世族这一集团的形成及其所带来的历史影响；王与马共天下，

淝水之战。

第十一章 南朝、北朝

1、了解南朝的更替，北魏的建立、发展和衰亡的历史。文心雕龙，水经注，

齐民要术，民歌。玄学的产生、阶段和主要思想。

2、掌握北魏时期孝文改制的原因、内容、性质与历史影响，南朝对江南经

济的开发。

第十二章 隋朝

1、探求隋统一全国的历史条件及其重大意义。

2、掌握隋朝巩固统一的各项措施，以及隋朝社会经济的重大发展。三省六

部制的雏形，开皇律，科举制。

第十三章 唐朝

1、了解唐王朝繁荣昌盛的原因和具体内容。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到衰的转

折点。对唐太宗、武则天的评价。

2、掌握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藩镇割据，三省六部制，中书门下的执掌及

变迁，租庸调制，安史之乱，两税法，科举制度的内容和作用，史通，古文运动，

李白、杜甫、王维的成就及代表作，书画流派。

第十四章 五代十国、辽、北宋、西夏

1、了解五代十国局面形成，辽、北宋、西夏的建立、发展和衰亡的历史。

2、掌握后周柴荣的改革，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南北面官制，澶渊之盟，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和作用，靖康之变，主户，客户，

宋词的发展。

第十五章 金、南宋

1、了解女真族兴起和金朝的建立。南宋的建立及其初期的抗金斗争。对岳

飞进行评价。

2、掌握绍兴和议，猛安谋克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理学的产生和集大成，

三大发明，梦溪笔谈，瘦金体，资治通鉴。

第十六章 元朝



1、了解蒙古兴起与蒙古国的建立。蒙古国西征与灭亡西夏。蒙古联宋灭金。

元朝的建立和灭亡南宋。郭守敬与《授时历》，农桑辑要，马可波罗。

2、掌握成吉思汗，忽必烈，四大汗国，行省制度，四等人制度的内容和作

用，元朝灭亡的原因。

第十七章 明朝

1、了解明朝的建立，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表现及后果。明末农民大起义

爆发、失败的原因和明朝的灭亡。

3、了解明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高度发展的原因和表现。内阁制度的形

成与作用、实质，张居正改革的内容和作用。土木之变，靖难之役，永乐大典，

心学。

第十八章 清朝

1、了解清朝的建立，清朝进一步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措施，康乾

盛世产生的原因、表现和影响，乾隆后期及嘉庆、道光时期的腐败统治，康熙的

评价。

4、掌握八旗制度，改土归流，督抚制度，摊丁入亩，地丁银，四库全书，

乾嘉学派；四大小说，古今图书集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及其学说。

五、试题结构（内容、题型、分数分配）

序

号

题 型 考试内容 分数分配 备 注

1 名词解

释

基础知识 50 分（5小题×10 分/小

题）

2 简答题 运用能力 40分（2小题×20分/小）

3 论述题 综合运用能力 60 分（2小题×30 分/小

题）

总分数 150 分

六、考试要求

本课程考试为闭卷考试，考生不得携带任何纸张、教材、笔记本、作业本、

参考资料、电子读物、电子器具和工具书等进入考场。

七、指定教材和参考书目

教 材： 《中国古代史》，朱绍侯等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参考书目：1.《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徐旭生著，文物出版社，1985 年。

2.《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人

民出版社，1995 年。

3.《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著，三联书店，1999 年。

4.《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

5.《古史新探》，杨宽著，中华书局，1965 年。

6.《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著，中华书局，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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