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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6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
划》。
根据该改革计划的有关要求，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曾组织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进行了认真讨论，大
家一致认为把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列为进入21世纪后高等学校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无疑为今
后高等学校进行的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因此我们便以《中国通史教学改革研究》为题，提出了课题立项申请。
同年底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历史学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改革研究》子项目，并给予了一定的资金资助
。
该项目经课题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历时数年，现已完成。
在西北大学教务处及“211”办的大力支持下，现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项目课题组在接受了这一课题以后，曾对全国许多高校使用和讲授中国通史教材的情况进行了
认真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在中国通史教材的编写工作中已取得了巨大成就
，现在各种不同版本、不同体例的中国通史教材已不下数十种之多，其中颇多高水准之作。
这是史学界前辈和当代学者数十年精心研究的重大成果，也是当前普通高校进行历史教学的主要教材
。
不过，我们在实际教学工作中也感觉到，系统的好教材虽然很多，但在教学过程中仍存在某些不足，
如传统教材在教学手段上需要改革，在内容上需要更新及调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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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项目之成果。
编者对现行中国通史教材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吸取近年最新教学成果进行梳理、建构，就
原始社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进程列出编、章、节三个层次，每层之下有提要，每节后列
思考题（名词解释、问答题）和参考书目，为教师提供了具有新意而实用的教学参考材料，更为学生
系统学习、备考（含考研）提供了便利，有助于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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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楚国的吴起变法　　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以图振兴楚国。
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废除贵族特权，　“三世而收爵禄”，“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裁汰冗员
，精简无关紧要的职官，节省经费用以训练军队；整顿吏治，对官吏提出严格要求。
　　吴起变法沉重地打击了楚国的旧贵族，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使楚国力迅速强盛。
　　楚悼王死后，吴起被旧贵族射杀，变法也随之失败。
　　三、秦国的商鞅变法　　在秦孝公的支持和重用下，商鞅于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两次在秦
国主持变法。
变法的主要内容有：用法令形式废除了奴隶制的井田制，“废井田，开阡陌，使民得买卖”；奖励军
功，建立军功爵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在全国普遍推行县制；建立什伍连坐制；统一度量衡。
　　商鞅在秦国掌权19年，他的新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得到较彻底的推行，使秦国很快富强起来。
然而商鞅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而死。
商鞅虽因旧贵族的个人恩怨而被处死，但“秦法未败”，他的变法措施仍被贯彻推行下去。
　　在战国变法运动中，以商鞅变法最为广泛彻底，也最为成功。
商鞅变法的成功，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最为先进的强国，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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