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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近世的社會與經濟 

1. 宋、元、明、清的社會狀況 

� 宋朝 

a. 科舉大盛，以進士科為主，又因為採行「強幹弱枝」政策，因此造成重文輕武

的社會風氣；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之諺語。 

b. 社會較平等 

� 通俗文化出現：平民可至瓦子（遊藝場）聽說書、逛夜市、看戲劇，各

種情節動人的通俗小說開始蓬勃發展。 

� 飲茶風氣盛行，茶館成為人們休閒交誼的場所。 

重點回顧重點回顧重點回顧重點回顧 

� [歷史]近世的社會與經濟 

� [歷史]近世的學術文化與科技 

� [地理]中國的工業與經濟帶 

� [地理]中國的六大地理區 

� [公民]政黨與利益團體 

� [公民]選舉與政治參與 

 

一分鐘準備段考一分鐘準備段考一分鐘準備段考一分鐘準備段考 

� 歷史 

� 闔上課本，要能回想起每個單元的時代與特色 

� 理解歷史事件的原因與經過，清楚歷史人物的地位與影響 

� 地理 

� 看到圖表要能判讀其中的資訊 

� 地形、氣候、水文、人口、交通、產業等，定義與各區域特色要清楚 

� 公民 

� 每個專有名詞的意義能了解 

� 能用生活周遭的例子來複習課本中的概念 

� 利用名師學院系列產品，反覆觀看、補強弱點 

 第三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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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育 

� 官學：太學最受重視。 

� 私學：書院特別發達。 

� 元朝 

a. 種族歧視 

� 蒙古人（又稱國人）：蒙古貴族是政權的主體。 

� 色目人（西域各族和西夏人）：任財政、賦稅等職。 

� 漢人（金朝統治的漢人、契丹人、女真人）：各方面都備受歧視。 

� 南人（江南的漢人和其他各族）：各方面都備受歧視，地位最低等。 

b. 西方文物傳入中國 

� 天文學。 

� 造炮技術。 

� 醫學：設立「廣惠司」作為醫療機構。 

� 算學。 

� 歐洲的繪畫、建築藝術等等。 

� 明清時期 

a. 科舉取士為主 

� 鄉試（省城）→會試（京師）→殿試（皇帝）。 

� 限制：限於四書、五經命題，文分八段，格式固定，俗稱「八股文」，嚴

重束縛士人們的思想。 

b. 士庶之別 

� 士紳居四民（士、農、工、商）之首，通過科舉可取得功名，除免力役

外，並享有司法上的特權。 

� 庶民：可藉科舉、捐貲、捐官等方式改變地位。 

2. 經濟新風貌 

� 背景：宋、遼、金、元時代，長期政局穩定，有利社會經濟發展，而南方經濟地位

尤其重要。 

� 農業：從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引進早熟稻，因此宋代有「蘇常熟，天下足」的諺

語。 

� 工藝：織錦、絲織、瓷器等工藝品，馳名中外。 

� 商業：農工生產帶動商業繁榮。 

a. 市（商業區）坊（住宅區）合一。 

b. 夜市開始出現。 

c. 商業都市 

� 汴京、臨安人口超過百萬。 

� 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呈現汴京繁榮景象。 

� 海外貿易：宋、元沿襲唐制，在沿海港口設立市舶司，廣州是當時最重要的通商港

埠。 

� 貨幣：為便於交易，紙幣因應而生。 

a. 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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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四川商人首創交子，為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 仁宗時改由政府發行。 

b. 南宋：會子（交子、會子有使用期限，逾期作廢）。 

� 元朝 

a. 背景：疆域遼闊，東西交通暢行無阻，境內廣設驛站，來自歐亞各地的使團和

商隊絡繹不絕。 

b. 商業都市：大都、泉州。 

c. 貨幣：寶鈔（不必定期兌換，等同今日的貨幣）。 

d. 著名商人：義大利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東來，而《馬可波羅遊記》也成為刺激

西方探索東方的原因之一。 

� 明清時期 

a. 紓解人口壓力：移民墾荒、推廣新作物，如早熟稻。 

b. 傳入新作物 

� 時間：明朝中葉以後。 

� 種類：番薯、玉米、花生、馬鈴薯（原產於美洲）。 

� 影響：擴大了國人的食物來源，番薯推廣尤為迅速。 

c. 農業生產力提高 

� 農業生產商品化。 

� 專業市鎮紛紛興起：江蘇盛澤鎮（以棉織為主）、江西景德鎮（又稱四時

雷電鎮，是瓷器的重鎮）。 

d. 地域性商人集團漸形成 

� 明代：如山西的西幫、徽州的徽幫，在大都市建立會館，作為同鄉官、

商、士紳寄宿連絡之所。 

� 清代：出現許多大商人，有淮南鹽商、山西票號商、廣東行商。 

� 明清時期：重商主義出現，商人地位提升。 

e. 商人創造都市新文化的原動力：通俗小說和戲劇出現，提供新的消遣方式，有

些作品至今仍膾炙人口。 

3. 中西貿易展開與中斷 

� 歐人東來貿易 

a. 葡萄牙人占據澳門，這是歐洲人第一次由海路直達中國。 

b. 西班牙占據菲律賓（受西班牙統治的影響，菲律賓人大部分信仰天主教），展

開海上絲路之間的絲貨貿易。 

� 明亡以後，清廷厲行海禁，中西貿易陷入停頓狀態。 

� 康熙 23 年（西元 1684 年），收回臺灣後，解除海禁，中西貿易又恢復。 

� 中斷 

a. 遠因：清聖祖後，羅馬教廷改變傳教政策，禁止教徒祭祖祀孔，傳教活動漸受

限制。 

b. 近因：清世宗即位，因傳教士參與宮廷政變，下令全面禁教。 

c. 影響：東西交流中斷，中國錯過學習契機，西元 19 世紀後，西方列強取代中

國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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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西文化交流 

� 貿易順差（出超，出口大於進口）大，白銀不斷流入中國。 

� 西洋宗教、科學技術的輸入 

a. 宗教 

� 身分：耶穌會教士來華。 

� 傳教士的貢獻：利瑪竇對中國影響最大，並與中國學者徐光啟合譯《幾

何原本》前半部，後半部由李善蘭在清咸豐年間譯出。湯若望、南懷仁

都曾經任職清朝，擔任欽天監，為中西文化交流開啟重要的一頁。 

b. 西方傳入科技：天文、曆法、數學、地理學（有別於中國傳統輿地學）、火器

（火炮）。 

c. 中國文物的西傳 

� 中國典籍：利瑪竇將四書、五經、《道德經》等書籍翻譯成拉丁文，受到

歐洲學者的重視。 

� 繪畫：中國傳統繪畫藝術西傳後，歐洲曾興起一派標榜中國趣味的藝術

運動，形成不同的繪畫風格。 

d. 庭園建築、瓷器、漆器，引起歐洲社會模仿，蔚成一片慕華之風。 

 

[歷史]近世的學術文化與科技 

1. 學術思想——理學 

� 儒學衰微：魏晉以後，戰亂頻仍，玄學與佛學盛行，儒家不再獨尊。 

� 復興儒學 

a. 中唐：中唐時期，韓愈推崇孔、孟，排斥佛、道，是儒學復興運動先驅。 

b. 北宋 

� 理學的含義：北宋儒者普遍提出「理」的觀念，強調「理」是宇宙生成

變化的根本，人必須不斷涵養道德心性，人生與社會才能和諧完善。 

� 新儒學：理學雖以儒學為主軸，但因為融合道家與佛家（尤其是禪宗）

的思想而煥然一新，所以稱為「新儒學」。 

c. 南宋：朱熹集理學大成，作《四書集注》。 

� 教人「存天理，去人欲」。 

� 朱熹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稱「四書」，南宋以後，四

書為士人所必讀。 

d. 影響 

� 元代以《四書集注》為考試的定本。 

� 理學家強調品德修養，宋、元以後名節觀念漸深入人心，影響尤為深遠。 

2. 文學、史學、藝術 

� 文學 

a. 宋 

� 代表：詞，又稱長短句。 

� 名人：以北宋蘇軾、南宋辛棄疾、女詞人李清照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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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元 

� 代表：曲，分為散曲（可歌不可演）、戲曲（或稱劇曲，可歌亦可演）。 

� 名人：散曲以馬致遠為代表，戲曲以關漢卿為代表。 

c. 明 

� 代表：小說。 

� 名著：《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 

d. 清 

� 代表：小說。 

� 名著：《紅樓夢》、《聊齋誌異》。 

� 史學 

a. 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 

� 帝王的歷史教科書。 

� 中國第一部編年體的通史，記載戰國到五代之間的史事。 

b. 清初 

� 修《明史》、《四庫全書》等等。 

� 考據學（考證學）發達：受文字獄的影響。 

� 藝術：宋代以書畫為主，蘇軾提倡文人畫，宋徽宗以其瘦金書法著名。 

3. 宋元時代——中國傳統科技發展的高峰期 

� 宋元名家 

a. 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是有關科技成就的著作。 

b. 元代郭守敬制訂《授時曆》，為中國使用最久的曆法，一直使用到清初。 

� 三大發明 

a. 印刷術 

� 唐末五代已發明雕版印刷。 

� 北宋：畢昇發明活字版印刷，促進宋代教育。 

� 元代：王禎製作木頭活字，並創「轉輪排字盤」。 

� 西傳：蒙古西征時先傳入波斯，再傳入歐洲。 

� 影響：促進歐洲教育普及，影響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 

b. 火藥與火器 

� 發現：方士煉丹發現火藥。 

� 唐末：開始用於戰爭。 

� 宋代：設有兵工廠，中期火藥廣泛運用於軍事上。 

� 西傳：蒙古西征，火藥傳入阿拉伯、歐洲。 

� 影響：改變歐洲人的武器和戰術，摧毀歐洲封建，強化王權的發展。 

c. 指南針 

� 戰國：稱為司南。 

� 宋代：開始運用於海上導航，宋元時期的航海事業極為發達。 

� 西傳：南宋時，經阿拉伯人傳入歐洲。 

� 影響：開啟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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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科學家 

a. 李時珍 

� 著作：《本草綱目》。 

� 主要內容：修正許多醫藥典籍的錯誤，詳載各種藥物、藥方，有插圖可

供辨認。 

b. 宋應星 

� 著作：《天工開物》。 

� 主要內容：記載各種農業和手工藝技術，並附圖說明，是中國傳統生產

技術的集大成之作。 

4. 明末清初西學傳入 

� 由來：明清之際，耶穌會教士以西學為傳教媒介，西方的科技知識傳入中國。 

� 主要的西學 

a. 天文曆法：清初，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主掌欽天監，制訂《時憲曆》，為清朝

建造一座天文臺，製造許多天文儀器。 

b. 數學 

� 傳入歐幾里德的幾何學和三角學。 

� 利瑪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 

c. 地理學 

� 利瑪竇介紹〈萬國輿圖〉，國人始知地圖及五大洲之說。 

� 清聖祖命教士赴各地測量，繪成〈皇輿全覽圖〉，為第一部有經緯線的中

國地圖。 

d. 火器 

� 明末抵抗滿清，曾請湯若望製造大炮。 

� 清聖祖請南懷仁造西式炮銃，對付三藩之亂。 

 

 

[地理]中國的工業與經濟帶 

1. 主要工業地帶的分布 

� 東北地區：礦產豐富，發展重工業為主，哈大鐵路沿線為重要工業帶。 

� 華北地區：北京、天津、唐山地區是最大的綜合性工業帶，稱為「京津唐工業區」。 

� 華中地區：滬寧杭工業區，又名「長三角地帶」，其中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工業都市。 

� 華南地區：深圳、珠海、東莞一帶，稱為「珠三角地帶」。 

2. 三大經濟帶：依照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準、交通運輸條件、經濟地理位置等差別，將中國

分成 3 個經濟帶，「近海」是中國經濟帶分布的重要特徵，故又稱為「海洋取向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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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中國的六大地理區 

1. 六大地理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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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畫分：中國地理上畫分為六大地區，即華南地區、華中地區、華北地區、東北

地區，塞北地區和西部地區。 

� 常見俚語和代表地區 

 
 

2. 六大地理區可依位置、氣候和特性結合為三大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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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政黨與利益團體 

1. 政黨與利益團體比較 

 
 

 

 

 

 



測評網 quiz.kut.com.tw                                                             段考複習錦囊 10 

 

 

2. 政黨功能與型態 

 

[公民]選舉與政治參與 

1. 政治參與 

 

2.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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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測驗 GO：http://quiz.kut.com.tw/j_exam.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