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史-——第六章春秋》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 中国古代史 第六章 春秋

学情分析

第一、授课对象是历史学专业的大一新生，他们具备一定的历史学

基础知识，但是缺乏历史细节以及背后历史逻辑的深度思考。在授

课过程需要注意启发式教学的应用，引导学生阅读原始史料、分析

史料背后反映历史逻辑。

第二、上节课已经完成了西周历史的学习，同学们对于西周制度中

的分封制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因此在本节课是授课过程中要注意

历史的接续性，引导学生理解分封制的体系内部隐含的制度性因素

是春秋社会变革的重要成因。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首先，通过对春秋时期天子与诸侯权力转移的分析，让

学生掌握春秋时期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第二，通过对春秋十二诸

侯及其诸侯国争霸过程中的重要事件的梳理，让学生了解春秋三百

年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五霸称雄的历史因素。第三，通过对华夏和

戎狄之间矛盾与融合的讲授，让学生掌握春秋时期的民族关系以及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特征。

能力目标：首先，引导学生探索历史变迁中的制度性内因和外部因

素，进而从本质上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从而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通过对铁器、牛耕推广所导致

的社会大变革，以及五霸迭兴的历史事实的讲授，让学生树立发展

生产力的观念，认识到综合国力对于大国崛起的价值，从而培养学

生知古鉴今的能力。

情感和价值目标：首先，通过对于春秋征伐战争残酷性的介绍，让

学生产生追求和平的发展观，树立和谐稳定的世界观。其次，通过

对齐桓公、晋文公和越王勾践称霸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兴国要靠

人才、立国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再次，通过对华夏与戎狄之间的

矛盾冲突以及民族融合，让学生感受到华夏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

性，进而树立和培养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思政元素

本节课的思政元素主要包含爱好和平、艰苦奋斗、民族团结、爱国

之情几个方面。

1.通过分析春秋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让学生感知和平的重要性以及

统一与稳定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2.通过对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等霸主的个人奋斗史的学习，

让学生体会不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以及兴国需要人才、科

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

3.通过对华夷之间的民族融合，让学生感受到华夏文化的包容性与

开发性，进而增强民族自信和爱国热情。

教学思想
启发式教学和引导式教学，通过提问等方式加强师生互动。

教师作为讲授和引导者，学生作为课堂学习的主体。

课程资源

中国大学 MOOC ：中国古代史

纪录片《中国通史》——春秋战国

历史典籍：《史记·周本纪》、《国语》、《战国策》

教学内容 1.春秋十二诸侯 2.五霸迭兴 3.列国政权的下移 4.春秋的疆域

教学重难点

第一、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兴起的历史因素

第二、春秋五霸的称霸过程及其历史成因

第三、春秋时期列国权力下移造成的历史影响

第四、春秋时期华夷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历史影响

教学方法

综合运用情境导入法、问题教学法、师生互动法等教学方法。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通过多媒体手段创设情境，结合分组讨论和历史

情境再现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讲授

过程中，注重对于原始史料的分析，以及历史逻辑的塑造，培养学

生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教学安排

1.新课导入

2.教师授课（讲授、提问、讨论）

3.学生进行讨论汇报

新课引入：

春秋上承西周、下启战国，是我国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和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的大



变革时期。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前半段的教学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一个历史阶段。

教学环节

本节课的教学内容主要包含春秋十二诸侯、五霸迭兴、列国政权的下移和春秋

的疆域四个部分，重点讲授春秋近三百年间周天子与诸侯的权力转移关系以及这一

时期的民族关系和疆域问题。

第一、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概况，诸如铁器的运用和牛耕的推广。使学

生明确生产力是第一要素，经济发展需要技术的提升，春秋时期的社会发展正是基

于生产技术的推动。

第二，春秋时期分封制的解体、诸侯权力的坐大与周天子权威的下移。通过史

料解读与讨论分析，让学生从分封制体系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与外部生产力的推动两

个层面，理解天子与诸侯权力的转移。

第三，春秋五霸的称霸过程以及历史成因。通过多媒体手段创设情境，让学生

直观的感受战争的残酷以及各霸主称雄过程中的奋斗历程。这部分将会重点阐述个

人奋斗、科技强国、人才兴国的思政元素，从而在知识传授的同时，贯彻立德树人

的育人思想。

第四，春秋时期的民族关系和疆域问题。通过对春秋时期华夏疆域以及边疆戎

狄民族的沟通和交流，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和民族融合特性，从而让学生感知

华夏文化的包容与开放，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

第一节 春秋的定名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三讲西周和东周。众所周知西周结束后周平王东迁开启了

东周的历史，因社会阶段和社会性质的不同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部分。今天

我们要讲的就是春秋的历史。我们把公元前 770 年到公元前 476 年这三百年时间段

称之为春秋，那么首先我们要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时期被称为春秋？

关于春秋的来源有两种说法，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种，它来源于孔子所作的《春

秋》这部史书。虽然春秋记录的是鲁国一朝的编年体历史，但是当时各个诸侯国之

间是存在密切往来的，诸如通婚、交战、结盟等等。一部鲁国的史书实际上可以看

做是整个春秋时期的一部国际关系史。因而后人就把这一时间段称为春秋。

以一部史书来指代一个时间断限，也充分说明孔子所作的这部书的历史价值和



意义。我们知道孔子被称为圣人，留下了非常多的经典的言论，也是我国历史一位

伟大的教育家，那么它成为伟大的人其实也经历过非常多的挫折和努力。韦编三绝

的成语我们都听说过，说的是孔子勤读《易经》，致使编联竹简的皮绳多次断裂。

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文字是书写在竹简和木牍上的，所以阅读是非常不容易的，

韦编三绝说明孔子读书勤奋。今天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非常多，纸质的书籍和电子

的书籍也很容易阅读，因此我们更应该珍惜今天的学习条件，学习孔子韦编三绝的

读书精神，努力做历史的记录者和研究者。（思政元素）

下面我们来看春秋的第二种定名来源，既来源于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众所

周知，中华文明是以农业文明为主，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春播和秋收是非常重要

的农业活动，春天代表付出，秋天代表收获，所以春季和秋季逐渐称为一年的代表，

人们也用春秋指代时间和年轮的流转。春秋的定名其实是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的一

种例证和注脚。 同学们也应该从春播和秋收的活动中学会付出与回报的关系，虽

然付出并不一定有回报，但是不付出一定不会有回报。（思政元素）

第二节 春秋的历史发展线索

下面我们正式进入课程内容的学习。这节课我们主要从纵向上来看春秋时期的

社会发展历程；这一部分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春秋这一时间段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是我们这节课的

核心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春秋的社会变化。我们知道春秋的这一时间段在正统或者法统上

的王朝称呼应该是东周，它是周代的国家和王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以春秋和战国

来命名这一时间段？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远远超越于西周

的传统的历史特点，因此我们用变化的王朝来定义这个时间段。

那么春秋时期的社会如何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它逐步脱离了之前王朝发展

的轨迹，之前王朝比方说夏商周的发展轨迹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之前学习西周历史

的时候，知道天子和诸侯通过宗法和血缘形成一种上下有序的等级关系，天子通过

嫡长子继承制度延续王朝的血脉，其他儿子和贵族则被分封到地方做诸侯，诸侯通

过每年的定期朝拜，表示隶属性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分封和隶属关系共同构建出

了早期国家的发展轨迹，但是这种以血缘和宗法为基础的分封制关系在春秋时期则

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最核心的体现则是分封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



我们将春秋历史发展的线索归结为两条：第一条是天子和诸侯之间的权力变

化；在稳定的有限的权力格局和空间内，诸侯王的权力不断上升，天子的权力有所

下降。这是贯穿春秋发展过程的一个核心；第二条线索则是诸侯王之间呈现出来的

弱肉强食的关系。诸侯国有一种指向周天子的纵向扩张、又有指向周边的小诸侯国

横向扩张。因此春秋时期社会变化的特点就是社会权利格局发生巨变，即天子与诸

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矛盾加剧。

关于第一条线索，我们先来看诸侯的权力是如何上升的？我们首先从生产力发

展的角度上来看，要知道在早期国家的阶段，疆域是有限的，国土开发并不是十分

广阔，但是伴随着铁器和牛耕的发明，生产力水平获得了飞速发展，原来居于一隅

的分散的诸侯国开始不断扩大地盘，占据更多周边的土地。领土扩张必然产生领地

或者封地的纠纷。早期周天子还有权威可以调节地方诸侯的纠纷，但是伴随着周天

子势力的下降、地方诸侯的坐大，它的权威逐步受到挑衅，因此逐步出现了齐国、

晋国、楚国这类实力强大的诸侯国，他们或者彼此战争，或者联合其他小国共同挑

战周天子权威，最终造成了大国兼并小国、周天子权力下移的状况，孔子所说的“礼

崩乐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我们从政权内部因素来看。天子与诸侯所形成的以分封制为核心形成的

政治权力关系本身，就蕴含着权力构造的一种不稳定因素。这种结构上的隐患主要

是分封的诸侯王的权力过大，一个诸侯王相当于一个独立王国。天子强大的时候，

相安无事，天子弱小的时候，一旦诸侯王力量强大，势必会对天子权威构成一种挑

战。诸侯王原来的初心可能作为宗亲拱卫京师，但是生产力发展疆域扩大，势必要

获得与实力相对应的身份地位、政治的诉求，这种原本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

因此诸侯王权力的上升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我们从中学习到的思政元

素则是落后就要挨打，任何时候都要努力发展生产力，提升自身实力才能免于被欺

压。

第三节五霸的称雄

我们知道西周时期分封的诸侯数量众多，有几百个，彼此发展的速度并不相同。

地理位置、经济条件、与周王室血缘亲疏、统治者的才能等直接决定着诸侯国的内

部发展。以首先称霸的齐国为例，即是借助山东半岛的渔盐之利以及良好的用人策

略获得发展的。南方的楚国则借助于广大的江汉流域以及勤劳的人们而获得发展，



而那些地理位置不好、经济发展落后的诸侯国则发展慢，被逐步的吞并，从而形成

五霸的局面。诸侯国的发展历程其实可以比附成个人的发展，现在大家都站在大学

的起跑线上，但经过四年的学习可能会面临不同的毕业道路，因此一定要努力学习，

不断强大自己，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前程，像五霸的霸主们一样建立丰功伟业。（思

政元素）

此外是在春秋争霸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历史故事，比方说齐桓公不顾一箭之

仇重用管仲，晋文公遵守承诺退避三舍等，都让我们感受到做人需要宽容大度、讲

究诚信等。

第四节 春秋的疆域与华夏文化的形成

春秋时期的民族主要包括诸夏与四夷两大集团。诸华，或称诸夏各族，主要分

布在中原一带，春秋时期向南扩大至长江流域，向北扩大至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

这一民族集团在春秋时期人口最多，分布地域最广，是以后形成的华夏民族的主体。

春秋时代的四夷主要是文献中所称的戎、夷、蛮、狄等族，他们是春秋时期民族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许多主要民族的重要先民。

春秋时代的夷人主要分布于今山东半岛及淮水流域一带。经过夏、商、周特别

是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民族迁徙、融合，许多东方的民族共同体已基本接受

了诸夏文化，同诸夏各族融为一体。春秋时代的戎人主要分布在西方。他们活动的

足迹相当广泛，从陕西泾、渭、洛流域到河南西部广大伊、洛、颍、汝河谷均有戎

人散居。春秋时期北方的主要民族为戎狄诸族，主要包括白狄、赤狄及北戎、山戎、

无终诸戎等。春秋时期南方主要民族为蛮荆诸族，还包括庸、夔、罗、濮、麋、巴

等，主要分布在今河南以南、湖北、湖南及四川等地。

通过对华夷之间的民族融合，让学生感受到华夏文化的包容性与开发性，进而

增强民族自信和爱国热情。（思政元素）

那么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希望大家既能掌握春秋历史变化的各项特

点，也要从中学习古人的各种智慧。诸如刻苦、宽容、诚信等等美好品质。

思考题：

如何理解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

春秋五霸的争霸过程给我们今天何种启示？

预习任务 预习下章的内容并观看《中国通史》纪录片中《战国》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