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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中國文化史課程講義大綱 

Ch1-1  中國文明的起源 

一、文明起源的要素－農業 

中國農業起源發生在距今一萬到八千年間，大約到距今七、八千年前，農耕聚落有了

第一次擴展，達到中原、關中、山東、遼河、長江 

自然環境的影響 

 黃河流域 

 長江流域 

 

二、史前核心文明的形成 

中國文化多元發展，以黃河流域發展最顯著，成為核心區域 

  位置的優勢：各文化的中心 

 

三、重農觀念及其影響？ 

經濟生活 

社會發展 

政治發展 

思想 

 

Ch1-2  文字的發明與演進 

一、文字的起源 

1.文字的形成－大約在階級社會形成前夕甚至形成後才出現 

        表意字 

   類型         記號字 

                表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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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聲字 

 

2.陶文是否為文字？ 

半坡類型 

大汶口類型 

 

二、文字的演進 

商 ~ 秦                   漢代以後 

古文字階段                隸、楷 

1.形體上的變化 

2.結構上的變化 

3.歷代的文字 

 

草、行、楷的出現 

 

Ch2-1  民族與文化融合的過程 

一、萌始—先秦 

1. 夏人的遷徙與融合 

2. 商人與北方的關係 

3. 周人興起時的民族交往 

4. 秦、楚與中原 

 

二、定型—秦漢 

帝國體制建立，內部快速同化，與版圖外的民族逐漸接觸、交流 

1. 秦時北方的民族 

 

2. 秦對南方的開發 

 

3. 漢武帝對南方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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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魏晉、隋唐 

民族融合最顯著時期，奠定唐帝國的基礎 

1. 五胡學習中原文化 

 

2. 六朝南方的融合 

 

3. 唐代「華夷一家」 

 

4. 回鶻、吐蕃對新疆、西藏的影響 

 

四、持續—宋至今 

1. 宋與遼、金 

 

2. 元代民族與文化大融合 

 

3. 明清持續發展 

 

Ch2-2  民族與文化融合的因素 

一、經濟發展 

1. 河濟地區—古代中原文化的發祥地 

2. 江南的開發 

 

二、統一帝國 

經濟發展的助益    交通 

                      水利 

                      技術交流 

帝國的制度與融合 

 

三、寬容態度 

1. 中國文化對各宗教的包容 

2. 猶太教在中國 

 

Ch3-1  帝制時代的政治制度帝制時代的政治制度帝制時代的政治制度帝制時代的政治制度 

一、皇帝與宰相（君權與相權） 

 

二、朝廷決策機構 

1. 御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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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百官奏事制度     

 

2. 明朝內閣的出現 

 

三、地方的行政運作 

1. 朝廷如何掌握地方？   地方官按時報告 

                        派員巡視 

2. 民間最基層的組織 

 

3. 中央對地方的加強控制 

四、監察制度 

1.監察官       地方官 

   

2.唐宋臺諫（言官） 

   

3.明代監察制度最嚴密 

   

五、政治制度的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