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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冊歷史出現的君王第一冊歷史出現的君王第一冊歷史出現的君王第一冊歷史出現的君王 

朝代朝代朝代朝代 帝王帝王帝王帝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黃帝 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 

唐 堯 仁慈愛民之古賢君，禪讓於舜 

虞 舜 以孝聞名之古賢君，禪讓於禹 

禹 以治水聞名；禪讓於益不得，子啟繼位 

啟 君位開始成為世襲，開始「家天下」 

夏 

桀 荒淫無道之暴君，被商湯討滅 

湯 起兵討伐夏桀，建立商朝 

盤庚 遷都於殷，商文化開始快速穩定發展 

商 

紂王 好大喜功之暴君，被周武王討滅 

契 周之始祖，擅長農耕 

文王（姬昌） 號稱西伯，奠定勢力基礎 

武王（姬發） 定都於鎬，討滅商紂，大封諸侯 

成王 周公攝政，東征後重定封國 

西周 

幽王 寵愛褒姒，導致犬戎之禍，西周滅亡 

  平王 東遷雒邑，東周開始 

齊桓公 以管仲為相，以「尊王攘夷」稱霸 

宋襄公   

晉文公   

秦穆公   

春

秋 

楚莊王   

東周 

戰

國 

秦孝公 以商鞅為相，實施變法 

秦始皇（嬴政） 統一天下，建立中央集權帝國；統一文物制

度；修馳道、築長城；北伐匈奴；焚書坑儒 

秦 

二世 寵信趙高，引發叛亂 

高祖（劉邦） 擊敗項羽，建都長安，國號漢 西

漢 武帝 雄才大略；北伐匈奴、南平百越、於朝鮮設立

郡縣；派張騫出使西域；建立年號（建元）；

獨尊儒術；舉薦孝廉；實施鹽、鐵、酒專賣 

新 王莽 以外戚身份篡位，實施變法 

光武帝（劉秀） 中興漢室，定都洛陽，表彰氣節 

明帝 以班超經營西域，降服西域諸國；派使者至西

域求佛法，建白馬寺 

東

漢 

獻帝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 

魏 文帝（曹

丕） 

篡漢自立 

蜀 昭烈帝

（劉備） 

  

三國 

吳 大帝（孫

權） 

  

武帝（司馬

炎） 

篡魏自立，滅孫吳而統一天下 

惠帝 八王之亂 

西晉 

懷帝 永嘉之禍，西晉滅亡，開始五胡十六國 

東晉 元帝（司馬

睿） 

建都建康，史稱東晉 

南朝

宋 

武帝

（劉

裕） 

篡東晉為宋 

南朝

梁 

武帝 好佛為史上少見 

南北

朝 

北魏 孝文

帝 

遷都洛陽，開始鮮卑族漢化 

文帝（楊堅） 以外戚身份篡北周，滅陳而統一天下；建新都

大興城、廣通渠；史稱「開皇之治」 

隋 

煬帝 營建東都洛陽；三征高麗、巡遊江都；好大喜

功，引起叛亂 

高祖（李淵） 滅隋建唐，建都長安 

太宗（李世

民） 

「貞觀之治」；滅西突厥後被稱為「天可汗」 

高宗 皇后武則天逐漸掌握大權 

武則天 代唐自立，建國號周，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

皇帝 

玄宗 初有「開元之治」；晚年因寵愛楊貴妃，朝政

敗壞，導致「安史之亂」，唐代中衰 

唐 

肅宗 以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 

五代 後梁 朱溫

（朱

全忠） 

篡唐自立 

太祖（趙匡

胤） 

「陳橋兵變」後被擁為帝，建宋以汴京為首

都；以「強幹弱枝」為基本國策 

太宗 攻遼戰敗 

真宗 宰相寇準勸真宗親征，後簽訂「澶淵之盟」 

仁宗 西夏趙元昊稱帝，寇擾西北；畢昇發明活字印

刷 

神宗 王安石變法，後導致新舊黨爭 

徽宗 和欽宗被金兵所俘 

北宋 

欽宗 金兵南下，造成「靖康之禍」 

南宋 高宗 定都臨安，形成偏安；聽秦檜言，以「莫須有」

罪名殺害名將岳飛 

太祖（鐵木

真） 

被尊稱為「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 

太宗（窩闊

台） 

第二次西征 

憲宗（蒙哥） 第三次西征 

元 

世祖（忽必

烈） 

建立元朝，定都大都，滅南宋統一中國 

太祖（朱元

璋） 

滅元建明，定都南京，年號洪武；廢除丞相，

君主專制 

惠帝 進行削藩 

明 

成祖（朱棣） 發動「靖難」，遷都北京；派遣鄭和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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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 張居正改革；女真努爾哈赤起兵叛明；耶穌會

利瑪竇抵達中國 

熹宗 宦官魏忠賢弄權 

思宗 以袁崇煥鎮守遼東；流寇李自成攻陷北京，明

朝滅亡 

太宗（皇太

極） 

建國號清 

聖祖（康熙） 平定三藩之亂，攻克台灣，解除海禁；為政寬

仁 

世宗（雍正） 政風嚴峻 

清 

高宗（乾隆） 折衷於剛柔之間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導論導論導論導論    

一一一一、、、、歷史的定義歷史的定義歷史的定義歷史的定義：：：：人類 過去活動 留下的紀錄 

二二二二、、、、為何學歷史為何學歷史為何學歷史為何學歷史：：：：鑑往知來 

三三三三、、、、人類的歷史人類的歷史人類的歷史人類的歷史：：：：1.史前時代：猿人→真人  2.歷史時

代：發明文字 

四四四四、、、、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中華民族：：：：漢族與其他民族的不斷融合 

五五五五、、、、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歷史：：：：    

1.世界文明古國之一 ；2.歷史悠久，始終不斷；3.西

元前約 2000 年，國家組織的王朝 ；4.西元前 221 年，

中央集權統一帝國 

第二章第一節第二章第一節第二章第一節第二章第一節    文化的起源文化的起源文化的起源文化的起源    

一一一一、、、、舊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    

1.早期：北京人     直立行走、打獵採集、粗造石器、

用火 

2.晚期：山頂洞人     埋葬死者、用獸骨獸齒 

二二二二、、、、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打磨石器、燒陶、農牧、房屋聚落 

三三三三、、、、多元並立的文化起源多元並立的文化起源多元並立的文化起源多元並立的文化起源：：：：    

1.黃河流域：仰韶、龍山、半坡（小米、半穴居） 

2.其他地域：如河姆渡、大溪（水稻、干欄式） 

第二章第二節第二章第二節第二章第二節第二章第二節    遠古的傳說遠古的傳說遠古的傳說遠古的傳說    

一一一一、、、、傳說傳說傳說傳說    

二二二二、、、、三皇三皇三皇三皇：：：：    

1. 燧人氏：用火  

2. 伏羲氏：漁牧  

3. 神農氏：農業  

三三三三、、、、五帝五帝五帝五帝：：：：    

1. 黃帝：a.打敗蚩尤，成為共主  b.文化

創造者  

2. 顓頊  

3. 帝嚳  

4. 堯：仁慈愛民  

5. 舜：孝順聞名  

四四四四、、、、禪讓禪讓禪讓禪讓    

1. 堯→舜→禹  

2. 禹→啟，開始家天下  

五五五五、、、、第一個王朝第一個王朝第一個王朝第一個王朝----------------夏夏夏夏    

開啟夏商周三代、青銅時代（二里頭） 

第二章第三節第二章第三節第二章第三節第二章第三節    殷商文明殷商文明殷商文明殷商文明    

一一一一        商代的興亡商代的興亡商代的興亡商代的興亡    

1.湯：推翻夏桀 

2.盤庚：定都於殷、文化快速發展 

3.紂王：暴虐被周武王所滅 

二二二二、、、、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宗教信仰：：：：    

1. 鬼神：天神（上帝）、地祇（山川）、

人鬼（祖先）  

2. 占卜：甲骨文與卜辭  

三三三三、、、、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1. 甲骨文  

2. 金文  

四四四四、、、、科學技術科學技術科學技術科學技術：：：：    

1. 天文：日蝕月蝕、恆星行星  

2. 曆法：年、月（大小月及閏）、日（天

干地支）  

3. 工藝：青銅器  

第三章第一節第三章第一節第三章第一節第三章第一節    西周的封建社會西周的封建社會西周的封建社會西周的封建社會    

一一一一、、、、西周西周西周西周    

1. 始祖棄：擅農  

2. 文王：  

3.武王：A滅紂 B 封武庚 C 封三監 

4.成王：周公攝政 

A 重定封國 B 建立東都（雒邑） C制定封建禮制 

二二二二、、、、宗法制度宗法制度宗法制度宗法制度：：：：    

1. 嫡長子繼承  

2. 大宗、小宗  

三三三三、、、、社會階級社會階級社會階級社會階級：：：：    

1. 貴族  

2. 庶人  

3. 奴隸  

四四四四、、、、經濟經濟經濟經濟：：：：井田制度井田制度井田制度井田制度    

第三章第二節第三章第二節第三章第二節第三章第二節    春秋戰國的變動春秋戰國的變動春秋戰國的變動春秋戰國的變動    

一一一一、、、、東周東周東周東周    

1. 幽王：寵褒姒，被犬戎滅  

2. 平王：東遷雒邑，周天子威望低落  

二二二二、、、、春秋春秋春秋春秋：：：：    

1. 五霸：A齊桓公(管仲)  B 宋襄公 C 晉文

公 D 秦穆公 E 楚莊王 

2. 尊王攘夷  

三三三三、、、、戰國戰國戰國戰國：：：：    

1. 七雄：韓、趙、魏、齊、楚、燕、秦  

2. 僭號稱王，軍國主義  

3. 秦國：A.孝公(商鞅變法) B.秦王嬴政(統

一天下)  

四四四四、、、、平民崛起平民崛起平民崛起平民崛起    

1.封建解體，貴族沒落 

2.私人講學，平民教育 

3.富國強兵，養士唯才 

4.布衣卿相：如蘇秦、張儀、范雎 

五五五五、、、、工商發達工商發達工商發達工商發達    

1.西周：地位不如農民 

2.東周：社會地位提高 

第三章第三節第三章第三節第三章第三節第三章第三節    秦漢帝國的大一統秦漢帝國的大一統秦漢帝國的大一統秦漢帝國的大一統    

一一一一、、、、秦始皇統一天下秦始皇統一天下秦始皇統一天下秦始皇統一天下    

1. 廢封建制，行郡縣制  

2.統一文字、貨幣、車軌、度量衡 

3.修馳道，築長城 

二二二二、、、、楚漢相爭楚漢相爭楚漢相爭楚漢相爭    

三三三三、、、、西漢西漢西漢西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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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祖：劉邦，建都長安  

2.武帝：A.建立年號(建元) B.獨尊儒術 C.設太學，舉

孝廉 D.鹽鐵酒專賣 

3.晚期：外戚抬頭 

四四四四、、、、新莽新莽新莽新莽    

五五五五、、、、東漢東漢東漢東漢    

1.光武：劉秀，建都洛陽；2.晚期：外戚、宦官相爭 

六六六六、、、、對外發展對外發展對外發展對外發展    

1.北伐匈奴，南平南越  2.朝鮮：設郡縣   3.西域：

張騫、班超(絲路) 

第三章第四節第三章第四節第三章第四節第三章第四節    學術文化的發展學術文化的發展學術文化的發展學術文化的發展    

一一一一、、、、百家爭鳴百家爭鳴百家爭鳴百家爭鳴：：：：    

1.儒家：A.孔子：仁；有教無類；萬世師表  

B.孟子：性善；民貴君輕 

C.荀子：性惡；禮 

2.道家：A.老子：無為 B.莊子：寓言故事 

3.墨家：墨子(功利；兼愛非攻) 

4.法家：韓非(法術勢) 

二二二二、、、、獨尊儒術獨尊儒術獨尊儒術獨尊儒術：：：：    

1.秦始皇：焚書坑儒  2.西漢初：黃老學說   3.漢武

帝：獨尊儒術 

三三三三、、、、經學經學經學經學    

四四四四、、、、史學史學史學史學：：：： 

1.司馬遷：史記(紀傳體)   2.班固：漢書(斷代史) 

五五五五、、、、科學科學科學科學    

1.天文：張衡(渾天儀、地動儀) 

2.醫學：A.淳于意   B.張機(醫聖)  C.華陀(外科手

術) 

3.造紙術：蔡倫 

第四章第一節第四章第一節第四章第一節第四章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的分合魏晉南北朝的分合魏晉南北朝的分合魏晉南北朝的分合    

東漢 

蜀 魏 吳 

西晉 

五胡十六國 東晉 

宋 北魏 

齊 

西魏 東魏 梁 

北周 北齊 

北

朝 

陳 

南

朝 

隋 

唐 

一一一一、、、、三國鼎立三國鼎立三國鼎立三國鼎立：：：：1.曹操 2.赤壁之戰 3.曹丕篡漢 4. 三

國鼎立 

二二二二、、、、西晉西晉西晉西晉：：：：1.司馬炎篡魏為晉    2.統一天下 

三三三三、、、、五胡亂華五胡亂華五胡亂華五胡亂華    

1. 五胡：匈奴、鮮卑、羯、氐、羌  

2. 劉淵與永嘉之禍  

四四四四、、、、南北朝南北朝南北朝南北朝    

1.南朝：東晉(司馬睿)ð 宋(劉裕)ð (都建康) ð 隋文

帝 滅陳 

2.北朝：北魏 ð ……  

五五五五、、、、民族大融合民族大融合民族大融合民族大融合    

1.北魏孝文帝的漢化 

2.華南文化和漢文化的融合 

第四章第二節第四章第二節第四章第二節第四章第二節    動盪時代的宗教與社會動盪時代的宗教與社會動盪時代的宗教與社會動盪時代的宗教與社會    

一一一一、、、、宗教宗教宗教宗教：：：：    

1.佛教：A起源 B西漢末 C東漢 D魏晉南北朝(梁武帝) 

2.道教：A起源 B 東漢末(太平道、五斗米道) C 魏晉(天

師道) 

二二二二、、、、清談與玄學清談與玄學清談與玄學清談與玄學：：：：    

1.何晏、王弼 

2.三玄 

三三三三、、、、世族世族世族世族    

1.門第 

2.九品官人法 

四四四四、、、、江南的開發江南的開發江南的開發江南的開發：：：：六朝 

第四章第三節第四章第三節第四章第三節第四章第三節    隋唐帝國的統一隋唐帝國的統一隋唐帝國的統一隋唐帝國的統一    

一一一一、、、、隋隋隋隋：：：：    

1.隋文帝：開皇之治 

2.隋煬帝： 

3.建設：A營建新都 B廣社糧倉 C開鑿運河 

二二二二、、、、唐唐唐唐：：：：    

1.高祖 

2.太宗：貞觀之治、天可汗 

3.高宗 

4.武則天：女皇 

5.玄宗：開元之治、安史之亂 

6.肅宗： 

7.唐末：黃巢之亂、朱全忠 

三、五代十國 

第四章第四節第四章第四節第四章第四節第四章第四節    大唐文化及其遠被大唐文化及其遠被大唐文化及其遠被大唐文化及其遠被    

一一一一、、、、中華文化與外來文化兼容並蓄中華文化與外來文化兼容並蓄中華文化與外來文化兼容並蓄中華文化與外來文化兼容並蓄：：：：    

1.國際城市 

2.胡風：商、食、樂、舞、服 

3.傳統文化的發展 

二、對外交通： 

1.陸路：西域 ð 

2.海路：廣州 ð 

三三三三、、、、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文化交流：：：：    

1.輸出：造紙術(怛羅斯之役)、絲、瓷 

2.傳入：宗教(回教、景教、摩尼教)、醫學、建築 

3.取經：玄奘 

四四四四、、、、東亞的唐化東亞的唐化東亞的唐化東亞的唐化    

1.日本：遣唐使與大化革新、文字、佛教、書法、飲茶 

2.新羅 

3.吐蕃 

第五章第一節第五章第一節第五章第一節第五章第一節    宋遼金的相爭宋遼金的相爭宋遼金的相爭宋遼金的相爭    

一一一一、、、、宋的開國宋的開國宋的開國宋的開國    

1.宋太祖趙匡胤 

2.強幹弱枝政策 

3.積弱不振 

二二二二、、、、北宋的主要外患北宋的主要外患北宋的主要外患北宋的主要外患：：：：    

1.遼：A契丹族耶律德光 

B 潭淵之蒙 

2.夏：A党項人趙元昊 

三三三三、、、、宋的變法圖強宋的變法圖強宋的變法圖強宋的變法圖強：：：：    

1.主事：王安石 

2.目標：富國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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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問題：新舊黨爭 

四四四四、、、、南宋的主要外患南宋的主要外患南宋的主要外患南宋的主要外患    

1.金：A女真人完顏阿骨打 

B 靖康之禍 

C 岳飛的抗金 

2.蒙古：滅夏、金、宋 

第五章第二節第五章第二節第五章第二節第五章第二節    元帝國的盛衰元帝國的盛衰元帝國的盛衰元帝國的盛衰    

一一一一、、、、蒙古的崛起蒙古的崛起蒙古的崛起蒙古的崛起：：：：    

1.鐵木真：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滅夏 

2.窩闊台：第二次西征，滅金 

3.蒙哥：第三次西征 

二二二二、、、、蒙古的西征蒙古的西征蒙古的西征蒙古的西征：：：：    

1.建四大汗國 

2.黃禍 

3.東西文化交流 

三三三三、、、、元朝元朝元朝元朝    

1.建立：元世祖忽必烈 

A 滅宋 B政治建樹 C 種族歧視 

2.滅亡： 

第五章第三節第五章第三節第五章第三節第五章第三節    傳統文化的更新傳統文化的更新傳統文化的更新傳統文化的更新    

一一一一、、、、儒學儒學儒學儒學：：：：    

（一）魏晉以來，隨著政治社會的動盪，間接導致玄學、

佛學盛行，儒學也因而衰微。 

（二）唐代開始，以韓愈為先驅，開始了儒學復興運動。 

（三）北宋開始，傳統儒學融合了道家與佛學的思想，

我們稱為「理學」，也稱為「新儒學」。 

（四）南宋時，朱熹集理學大成，並將論語、孟子、大

學、中庸合稱「四書」，成為士人所必讀。 

（五）元代開始，朱熹所著「四書集註」成為科舉考試

的定本。總結來說，自宋代理學興起後，儒家思想再度

成為學術思想的主流，而理學家強調品德修養，更使得

宋元以後名節觀念深入人心，影響深遠。 

二二二二、、、、科技科技科技科技：：：：    

（一）重要的科學家： 

1.北宋 沈括：著有「夢溪筆談」，其中記載天文曆法、

醫藥、地理、印刷等科技發展，是中國科技史上的重要

著作。 

2.元 郭守敬：天文學家，制訂「授時曆」，成為中國

歷史上使用最久的一部曆法。 

（二）三大發明的發展： 

1.火藥：a.唐末使用「火藥箭」。 

b.北宋使用「霹靂砲」。 

c.金人使用「震天雷」。 

2.印刷術：a. 「雕版印刷術」：始於唐代，盛於兩宋，

其中宋版書因為重視刻工與校對，紙墨裝訂也講究，所

以特別珍貴。 

b.北宋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以膠泥做字排印。 

c.元代王禎進而製木活字及輪轉排字盤，既省時又方

便。 

3.指南針：起源很早，到了宋代開始運用於海上導航，

宋元的航海事業因此達於極盛。 

三三三三、、、、文史藝術文史藝術文史藝術文史藝術    

（一）文學： 

1.宋詞：又稱「長短句」。宋初，詞尚婉約；北宋蘇軾、

南宋辛棄疾則以豪放著稱；李清照的詞淒美動人，是著

名的女詞家。 

2.元曲：包括「散曲」和「雜劇」二種，馬致遠、關漢

卿是最著名的作家。 

（二）史學： 

1.特色：史書體裁的創新與長篇史著的豐富。 

2.其中以司馬光所編「資治通鑑」最具代表性，是中國

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包羅從戰國到五代之間的史事。 

（三）書畫藝術： 

1.強調詩、書、畫一體「文人畫」興起，以北宋蘇軾為

代表。 

2.宋代的畫講究意境和高雅，充滿文人意趣。 

3.元代的山水畫達於極盛，以趙孟頫、黃公望為代表。 

第五章第四節第五章第四節第五章第四節第五章第四節    社會生活的變遷社會生活的變遷社會生活的變遷社會生活的變遷    

一一一一、、、、科舉與教育科舉與教育科舉與教育科舉與教育：：：：    

（一）科舉制度開始於隋朝，到唐代確立，凡士人欲為

官者必定經此途徑，影響所及逐漸形成「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的觀念。 

（二）宋代科舉特別重視的是「進士科」，錄取名額較

高，讀書人因而入仕的機會也更多；如課本九十頁「宋

代科舉榜文」圖，我們就可以看到高中一甲狀元的文天

祥名字列於其上，而文天祥也因而入仕，成為宋朝末年

重要的官員。 

（三）教育制度方面，則可以大致分為兩種： 

1.官學：即公立學校，以中央的太學最受到重視。 

2.書院：即私人講學的學校，學風會比較自由，在宋朝

特別的發達，培育出很多人才。 

二二二二、、、、商業與貨幣商業與貨幣商業與貨幣商業與貨幣：：：：    

（一）商業：我們分國內與國際兩方面來看 

1.國內商業：在城市有商業繁盛的大城，如汴京、杭州

等；在鄉村則有越來越多因定期市集而發展出來的城

鎮。 

2.國際貿易：以泉州、廣州為主要港口，並設有「市舶

司」加以管理課稅。 

（二）貨幣： 

1.傳統的金屬貨幣 

2.紙幣：a.「交子」：北宋時於四川所發行，是中國歷

史上最早的紙幣。 

b.「會子」：南宋時於東南所發行的紙幣，流通更廣。 

c.「寶鈔」：元代時發行，已經不用定期去兌換，有如

今日所用的紙幣。 

三三三三、、、、城市生活城市生活城市生活城市生活    

（一）唐代以前的坊市制度： 

1.所謂「坊」是住宅區的意思；所謂「市」則是商業區

的意思。 

2.坊市要分離，並分別有時間的限制。 

（二）宋代的城市生活： 

1.因為商業日益繁盛，傳統的坊市制度解體，開始出現

所謂的「夜市」。 

2.以宋人張擇端所繪的「清明上河圖」為例來說明： 

a.圖是以北宋首都汴京為背景，商店林立，人潮如織。 

b.「正店」：建築豪華的大型酒樓，可見當時飲宴之風

的盛行。 

c.「瓦子」：演出雜劇、皮影戲、說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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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夜市」：通宵達旦，生意興隆。 

e.「虹橋」：是汴河最大也最熱鬧的一座橋，兩邊都是

零售食物的小店。 

第六章第一節第六章第一節第六章第一節第六章第一節    明朝的內政明朝的內政明朝的內政明朝的內政    

一一一一、、、、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1.朱元璋的反元 2.重用劉基，建元洪武 

二二二二、、、、明太祖明太祖明太祖明太祖：：：：    

 1.興利除弊：A 政治 B 經濟 C 文教 

 2.後患措施 

   A 廢除丞相，集權皇帝 

   B 殺戮功臣，屢興大獄 

   C 分封諸子，骨肉相殘 

三三三三、、、、明成祖明成祖明成祖明成祖    

 1.靖難之變 

2.政績 

   A 營建北京城並遷都  B 疏通大運河  C 整飾吏治 D 

經營南洋  E 修築長城，加強邊防 

四四四四、、、、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    

 1.三保（寶）太監  2.西洋：南洋群島、印度洋、非洲

東岸  3.影響：聲威遠播、文化交流、海外發展 

五五五五、、、、張居正改革張居正改革張居正改革張居正改革    

 1.吏治 2.一條鞭法 3.戰守兼施（戚繼光） 

六六六六、、、、後期後期後期後期    

 1.內憂：黨爭（東林黨與宦官） 

 2.外患：蒙古、倭寇、日侵朝鮮、滿洲 

七七七七、、、、滅亡滅亡滅亡滅亡：：：：    

   流寇之亂（李自成、張獻忠） 

第六章第二節第六章第二節第六章第二節第六章第二節    康雍乾盛世康雍乾盛世康雍乾盛世康雍乾盛世    

一一一一、、、、後金後金後金後金：：：：    

 1.建州女真 

 2.努爾哈赤 

二二二二、、、、建清建清建清建清：：：：    

 1.皇太極（清太宗） 

 2.改名滿洲族 

三三三三、、、、入關與統一入關與統一入關與統一入關與統一    

 1.袁崇煥的抵禦 

 2.吳三桂與山海關失守 

 3.先攻滅流寇與南明；再平三藩之亂與台灣鄭氏 

四四四四、、、、康雍乾盛世康雍乾盛世康雍乾盛世康雍乾盛世    

 1.康熙（聖祖）、雍正（世宗）、乾隆（高宗） 

 2.懷柔與高壓 

第六章第三節第六章第三節第六章第三節第六章第三節    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    

一一一一、、、、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1.移民墾荒 

2.早熟稻的推廣 

3.新作物：如蕃薯 

二二二二、、、、工商業工商業工商業工商業：：：：    

1.地域性的商幫 

2.都市：盛澤鎮（絲織）、景德鎮（瓷器） 

三三三三、、、、科舉科舉科舉科舉    

1.三階段考試：鄉試、會試、殿試 

2.八股文 

四四四四、、、、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1.良賤之別 

2.滿漢之分 

五五五五、、、、文藝與科技文藝與科技文藝與科技文藝與科技    

1.小說：三國、水滸、西遊（明） 

紅樓、聊齋（清） 

2.工藝：瓷器、陶壺 

3.科技：李時珍本草綱目、宋應星天工開物 

第六章第四節第六章第四節第六章第四節第六章第四節    近代前夕中西的初會近代前夕中西的初會近代前夕中西的初會近代前夕中西的初會    

一一一一、、、、歐人的東來歐人的東來歐人的東來歐人的東來：：：：    

1.葡萄牙：澳門 

2.西班牙：菲律賓 

3.荷蘭、英國 

4.耶穌會教士：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 

二二二二、、、、西洋傳入西洋傳入西洋傳入西洋傳入：：：：    

1.天文曆法：欽天監（時憲曆） 

2.數學：幾何原本（利瑪竇和徐光啟合譯） 

3.地理學：萬國輿圖、皇輿全覽圖 

4.火器 

三三三三、、、、中國西傳中國西傳中國西傳中國西傳：：：：    

1.中國典籍翻譯為拉丁文 

2.中國趣味的藝術活動 

3.庭院建築、瓷器、漆器 

第七章第一節第七章第一節第七章第一節第七章第一節    當東方遇到西方當東方遇到西方當東方遇到西方當東方遇到西方    

一一一一、、、、東方東方東方東方    ｖｓｖｓｖｓｖｓ    西方西方西方西方    

   ＊以農立國 工業發達 

   ＊家族中心 物質文明 

   ＊儒家學術 變動與發展 

   ＊自我中心  東西對觀，有如霧裡看花 

二二二二、、、、雍正禁教雍正禁教雍正禁教雍正禁教    閉關自守閉關自守閉關自守閉關自守    西方的叩關西方的叩關西方的叩關西方的叩關    

   ＊乾隆：馬加爾尼事件   嘉慶：阿美士德事件 

第七章第二節第七章第二節第七章第二節第七章第二節    鴉片戰爭鴉片戰爭鴉片戰爭鴉片戰爭    

一一一一、、、、鴉片戰爭鴉片戰爭鴉片戰爭鴉片戰爭    

貿易限制（廣州一口） 

＊鴉片走私 

＊林則徐虎門銷煙（道光 19） 

＊鴉片戰爭（道光 20） 

＊南京條約（道光 22）與虎門條約（道光 23） 

1.賠款 2.割香港 3.五口通商 4.協定關稅 5.治外法

權 6.片面最惠國 

二二二二、、、、英法聯軍英法聯軍英法聯軍英法聯軍    

修約不得 

＊英：亞羅船事件 法：廣西教案 

＊英法聯軍（咸豐 7，葉名琛與圓明園） 

＊天津條約（咸豐 8）與北京條約（咸豐 10） 

三三三三、、、、俄國俄國俄國俄國    

璦琿條約（咸豐 8） 

1.黑龍江以北 

天津和北京條約 

1.烏蘇里江以東 2.海參崴 

第七章第三節第七章第三節第七章第三節第七章第三節    太平天國的悲劇太平天國的悲劇太平天國的悲劇太平天國的悲劇    

一一一一、、、、上帝的中國兒子上帝的中國兒子上帝的中國兒子上帝的中國兒子----洪秀全洪秀全洪秀全洪秀全    

二二二二、、、、天京建國天京建國天京建國天京建國    

1.經濟政策：聖庫、天朝田畝制度 

2.統一思想：毀廟宇、禁百家「邪說」 

3.婦女政策：兩性平等、禁蓄妾纏足 

4.天曆 

三三三三、、、、覆亡覆亡覆亡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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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諸王內訌，元氣大傷 

2.湘軍對抗： 

a.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 

b.號召：護衛道統 

第八章第二節第八章第二節第八章第二節第八章第二節    甲午戰爭甲午戰爭甲午戰爭甲午戰爭    

一日本的挑戰一日本的挑戰一日本的挑戰一日本的挑戰  

1. 明治維新  

2. 進犯台灣  

3. 兼併琉球  

4. 覬覦朝鮮  

Ⅰ排除中韓宗藩關係 

Ⅱ新舊黨爭後成為中日共同保護國 

Ⅲ東學黨之變 

二甲午戰爭二甲午戰爭二甲午戰爭二甲午戰爭（（（（光緒光緒光緒光緒 20202020 年年年年，，，，1894AD1894AD1894AD1894AD））））  

1.豐島突襲 

2.牙山之戰 

3.平壤陸戰 

4.黃海海戰 

5.威海衛失守  

三馬關條約三馬關條約三馬關條約三馬關條約        

1.李鴻章 vs 伊藤博文 

2.內容： 

Ⅰ朝鮮獨立 

Ⅱ割遼東半島、台灣、澎湖 

Ⅲ賠款 

Ⅳ開通商口岸 

Ⅴ日人可在口岸設廠製造 

四影響四影響四影響四影響    

1.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 

2.列強租借港灣，劃分勢力範圍 

3.美國提「門戶開放」政策 

4.中國覺醒 

Ⅰ維新（康有為、梁啟超） 

Ⅱ革命（孫中山） 

第九章第一節第九章第一節第九章第一節第九章第一節    戊戌變法戊戌變法戊戌變法戊戌變法    

一一一一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 甲午戰敗→制度面改革  

2. 思想啟蒙→嚴復譯赫胥黎天演論  

二戊戌變法二戊戌變法二戊戌變法二戊戌變法（（（（光緒光緒光緒光緒 24242424 年年年年，，，，1898AD1898AD1898AD1898AD））））  

1.公車上書：康有為與梁啟超 

2.德宗光緒 

三戊戌政變三戊戌政變三戊戌政變三戊戌政變    

1.慈禧太后 

2.德宗被囚、六君子被殺、康梁逃亡 

四失敗原因四失敗原因四失敗原因四失敗原因  

1.經驗不足 

2.犯眾忌又犯眾怒 

3.新政太急太多 

第九章第二節第九章第二節第九章第二節第九章第二節    義和團與八國義和團與八國義和團與八國義和團與八國聯軍聯軍聯軍聯軍    

一仇洋反教一仇洋反教一仇洋反教一仇洋反教     

1. 洋人凌辱  

2. 偏袒維新  

3. 干預廢立  

二義和團二義和團二義和團二義和團     

1. 口號：扶清滅洋  

2. 袁世凱的壓制  

3. 攻入北京東交民巷  

4. 八國聯軍  

5. 東南互保  

三辛丑和約三辛丑和約三辛丑和約三辛丑和約     

1. 賠款  

2. 削砲台，列強駐兵  

3. 使館區駐兵  

四後患四後患四後患四後患  

日俄戰爭（東北利益） 

第十章第一節第十章第一節第十章第一節第十章第一節    孫中山先生與中華民國的建立孫中山先生與中華民國的建立孫中山先生與中華民國的建立孫中山先生與中華民國的建立        

一一一一、、、、孫中山孫中山孫中山孫中山（（（（P57P57P57P57 下下下下））））        

二二二二、、、、革命黨革命黨革命黨革命黨    與與與與    保皇黨保皇黨保皇黨保皇黨  

興中會（光緒 20） 康有為梁啟超 

倫敦誘禁（光緒 22） 立憲派 

同盟會（光緒 31） 國會請願運動(P58 下)  

三三三三、、、、民國建立民國建立民國建立民國建立        

1.導火線：四川保路運動→武昌起義  

2.孫中山於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3.強人袁世凱  

第十章第二節第十章第二節第十章第二節第十章第二節    袁世凱與洪憲帝制袁世凱與洪憲帝制袁世凱與洪憲帝制袁世凱與洪憲帝制        

一一一一、、、、袁世凱袁世凱袁世凱袁世凱（（（（P66P66P66P66））））        

二二二二、、、、洪憲帝制洪憲帝制洪憲帝制洪憲帝制        

1. 刺殺宋教仁  

2. 鎮壓國民黨「二次革命」  

3. 洪憲帝制三部曲  

正式總統→終身總統→皇帝 

4. 楊度「籌安會」→國體投票  

5.日本二十一條要求（民國四年） 

三三三三、、、、討袁護國討袁護國討袁護國討袁護國        

1.中華革命黨（孫中山） 

2.梁啟超 

3.護國軍（蔡鍔、唐繼堯、李烈鈞） 

四四四四、、、、袁後政情袁後政情袁後政情袁後政情        

1.黎元洪與段祺瑞  

2.「辮帥」張勳→溥儀復辟 

第十一第一節第十一第一節第十一第一節第十一第一節    清末民初的社會變遷清末民初的社會變遷清末民初的社會變遷清末民初的社會變遷        

一一一一、、、、物質文明的引進物質文明的引進物質文明的引進物質文明的引進（（（（P73P73P73P73））））        

二二二二、、、、政治變遷政治變遷政治變遷政治變遷     

1.國歌  

2.國旗：五色旗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3.剪辮子  

4.頒用陽曆、民國紀元  

5.禁止買賣人口  

廢除奴婢賣身契約  

三三三三、、、、風俗變遷風俗變遷風俗變遷風俗變遷        

1.稱呼：先生、君  

2.禮儀：鞠躬、握手  

3.服裝：西裝、中山裝、旗袍  

4.作息：週休一日  

5.其他：新詞彙、婚俗、喪禮  

四四四四、、、、婦女地位變遷婦女地位變遷婦女地位變遷婦女地位變遷        

1.解纏足 

2.打破「女子無才便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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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軍、參政：秋瑾  

4.五四運動後，婦女解放意識  

五五五五、、、、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知識分子        

1.傳統讀書人：四民之首  

2.新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  

第十一第二節第十一第二節第十一第二節第十一第二節    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        

一一一一、、、、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陳獨秀：新青年雜誌（以新替舊） 

2.蔡元培：北大校長（學術自由） 

二二二二、、、、文學革命文學革命文學革命文學革命        

1.胡適：八不主義 

2.陳獨秀：文學革命論 

3.魯迅：狂人日記 

4.西方文學、白話詩、新式標點符號 

5.結果：文學平民化 

三三三三、、、、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五四運動        

1.時間：民國八年五月四日 

2.原因：抗議巴黎和會將山東特權由德國轉給日本 

3.訴求：拒簽合約、收回山東權利、廢除廿一條 

（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4.過程：  

5.影響：個人解放、社會平等、國家獨立  

四四四四、、、、德先生與賽先生德先生與賽先生德先生與賽先生德先生與賽先生        

1.民主與科學（打倒孔家店） 

2.報刊改用白話文 

3.西方思想傳入：如馬克思主義 

第十二章第一節第十二章第一節第十二章第一節第十二章第一節    軍閥與反軍閥軍閥與反軍閥軍閥與反軍閥軍閥與反軍閥        

一一一一、、、、軍閥軍閥軍閥軍閥        

1.定義：袁死後……軍事集團 

2.北洋軍閥：皖系、直系、奉系（爭奪中央政權） 

西南軍閥：滇系、桂系（瓜分地盤） 

二二二二、、、、軍人干政軍人干政軍人干政軍人干政        

1.新體制未建立，袁世凱起軍人干政 

2.問題：袁後無一個實際的強人   見識有限 

3.張作霖（奉）： 

陸榮廷（貴）： 

曹錕（直）：賄選→總統 

馮玉祥：基督將軍 

吳佩孚（直）： 

段祺瑞（皖）：舉外債參戰 

三三三三、、、、南北戰爭南北戰爭南北戰爭南北戰爭        

1. 北京 VS 廣州  

北洋軍閥 護法運動 

2. 中華民國軍政府→ 西南軍閥阻擾→陳炯明叛變

→護法失敗→北伐統一 

四四四四、、、、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缺乏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中心，現代化建設無由展開 

第十二章第二節第十二章第二節第十二章第二節第十二章第二節    中共的成立中共的成立中共的成立中共的成立    

一一一一、、、、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主義        

二二二二、、、、成立與發展成立與發展成立與發展成立與發展        

1.民國 10年：  蘇俄放棄在華特權→陳獨秀、李大釗

傾向馬克思主義→共產國際支持 →上海正式成立中國

共產黨 →以暴力奪取政權，消滅階級  

2.民國 12年： 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3.民國 13-16 年： 聯俄容共  

4.民國 16年： 蔣中正清黨  

第十二章第三節蔣中正與北伐統一第十二章第三節蔣中正與北伐統一第十二章第三節蔣中正與北伐統一第十二章第三節蔣中正與北伐統一        

1.民國 8年：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 

2.民國 11年：陳炯明叛變 

3.民國 12年：改組國民黨，以俄人鮑羅廷為顧問 蔣中

正至莫斯科考察 

4.民國 13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建立黃埔軍校 

（校長蔣中正，校訓親愛精誠） 

5.民國 14年：孫中山病逝  蔣中正統一兩廣，奠定北伐

基礎 

6.民國 15年：第一期北伐→吳佩孚、孫傳芳 

7.民國 16年：寧漢分裂（清黨與分共） 

8.民國 17年：第二期北伐→奉系軍閥  日本製造「五三

慘案」  張學良易幟→中國統一 

第十三章第一節第十三章第一節第十三章第一節第十三章第一節    黃金十年黃金十年黃金十年黃金十年    

一一一一、、、、孫中山孫中山孫中山孫中山『『『『建國大綱建國大綱建國大綱建國大綱』：』：』：』： 軍政 → 訓政 → 憲政  

二二二二、、、、訓政訓政訓政訓政：：：：        

1.以黨建國、以黨治國 

2.中央：五院制國民政府 地方：省、縣二級制 以縣為

自治單位 

3.民國 25年，公布五五憲草，因抗戰而延後  

三三三三、、、、幣制改革幣制改革幣制改革幣制改革：：：：        

1.廢兩改元 2.發行法幣  

四四四四、、、、交通建設交通建設交通建設交通建設        

五五五五、、、、鄉村建設鄉村建設鄉村建設鄉村建設        

六六六六、、、、社會建設社會建設社會建設社會建設     

1.民國 23年:新生活運動  

2.禮義廉恥  

3.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  

七七七七、、、、國防建設國防建設國防建設國防建設        

1.軍隊國家化 

2.建構南京為中心的防禦體系 

3.發展兵工業 

4.舉辦廬山及峨嵋軍官訓練團 

5.實行徵兵制  

6.實施軍訓  

第十三章第二第十三章第二第十三章第二第十三章第二、、、、三節三節三節三節 內憂內憂內憂內憂（（（（中共中共中共中共））））與外患與外患與外患與外患（（（（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中中中中    共共共共 日日日日    本本本本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16  景崗山落草  毛澤東（p126）朱德 

19  剿共開始  共五次 

20 9  九一八事變 佔領東三省 

 11 江西蘇維埃

成立 

  

21 1  一二八事變 進攻上海 

 3  滿洲國成立 溥儀為傀儡 

   華北自治運

動 

 

23 10 兩萬五千里

長征 

  

24 1 遵義會議  毛掌實權 

 10 逃到陝北   

25 12 西安事變（p122） 張學良  楊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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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7  七七蘆溝橋

事變 

紅軍編為八路軍和

新四軍 

第十四章第一節第十四章第一節第十四章第一節第十四章第一節    全面抗戰全面抗戰全面抗戰全面抗戰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過過過過    程程程程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26 7 蘆溝橋事變 抗戰開始 

 7 「最後關頭」談話 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 

 7 華北淪陷 平津 

 8 813 淞滬戰爭 粉碎「三月亡華」四行倉

庫八百壯士 

 12 南京大屠殺 七三一部隊、慰安婦 

27 4 臺兒莊大捷  

 10 武漢會戰 進入相持階段 

28 9 歐戰爆發  

29 3 汪兆銘傀儡政權 日本以華制華 

30 12 太平洋戰爭爆發 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 

32 1 與英美締平等新約 躍為世界四強之一 

 11 開羅會議 戰後亞洲情勢 

 11 中國遠征軍進入印

緬 

 

33 4 日本強力攻勢 欲打通大陸交通線 

34 8 廣島、長崎投下原

子彈 

 

 8 日本無條件投降 抗戰結束 

 
第十四章第二節第十四章第二節第十四章第二節第十四章第二節    中國之劇變中國之劇變中國之劇變中國之劇變    

一一一一、、、、抗戰初期抗戰初期抗戰初期抗戰初期    

紅軍→八路軍、新四軍 

二二二二、、、、抗戰中抗戰中抗戰中抗戰中    

共赴國難 

三三三三、、、、抗戰勝利抗戰勝利抗戰勝利抗戰勝利    

1.解放區成為「國中之國」 

2.毛澤東：要出二個太陽 

四四四四、、、、政治角逐政治角逐政治角逐政治角逐    

1.重慶會談：蔣 vs 毛（34.9） 

2.政治協商會議（35.1） 

3.國共調停：馬歇爾 

4.國民大會（36.11） 

五五五五、、、、正式決裂正式決裂正式決裂正式決裂    

1.人民解放軍：鄉村包圍城市（35.6） 

2.學潮，全面內戰 

3.遼瀋、徐蚌、平津三大戰役（37-38） 

4.蔣引退，李宗仁求和不成（38.1） 

5.共軍渡江，南京失守（38.4） 

6.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8.10） 

7.國民政府遷台（38 底） 

第十五章第一節第十五章第一節第十五章第一節第十五章第一節    中共政權的演變中共政權的演變中共政權的演變中共政權的演變    

◎◎◎◎38.1038.1038.1038.10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首都：北京 

2.紀年：西元 

3.國家主席：毛澤東 

4.外交：親蘇俄 

◎◎◎◎47 47 47 47 大躍進運動大躍進運動大躍進運動大躍進運動    

◎◎◎◎55555555----65 65 65 65 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    

1.紅衛兵與毛語錄 

2.橫掃牛鬼蛇神  破四舊立四新  打倒走資派 

3.造反有理、五七幹校 

4.林彪與四人幫(江青) 

◎◎◎◎67676767 鄧小平上台鄧小平上台鄧小平上台鄧小平上台    

1.改革開放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2.六四天安門事件 

3.後鄧時代：江澤民 

第十五章第二節第十五章第二節第十五章第二節第十五章第二節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    

◎◎◎◎38383838 底底底底    國民國民國民國民政府撤至台灣政府撤至台灣政府撤至台灣政府撤至台灣    

◎◎◎◎38.5 38.5 38.5 38.5 戒嚴戒嚴戒嚴戒嚴    

◎◎◎◎39.3 39.3 39.3 39.3 蔣中正復出蔣中正復出蔣中正復出蔣中正復出    

◎◎◎◎39.6 39.6 39.6 39.6 韓戰爆發韓戰爆發韓戰爆發韓戰爆發    

◎◎◎◎39.7 39.7 39.7 39.7 國民黨改造國民黨改造國民黨改造國民黨改造    

◎◎◎◎40404040 年代初期年代初期年代初期年代初期    陳誠土地改革陳誠土地改革陳誠土地改革陳誠土地改革    

1.三七五減租 

2.公地放領 

3.耕者有其田 

4.農地重劃 

◎◎◎◎40404040————60606060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經濟建設經濟建設經濟建設經濟建設    

◎◎◎◎民主化與本土化民主化與本土化民主化與本土化民主化與本土化 

1.67 年 蔣經國上台 

2.台人治台 

3.75 年 民主進步黨成立 

4.77 年 李登輝上台 

5.81 年 中央民代全面改選 

6.83 年 省長民選 

7.85 年 總統直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