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汉时期我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民族交流上取得
了哪些成就？

政治上，统一王朝，气势恢弘。
经济上，社会经济繁荣发展。
中外交流频繁。

为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温故知新



第15课  两汉的科技和文化
2018级历史3班

张馨文



教学目标

1.掌握造纸术发明与改进的基本史实，了解造纸术对人类文化发

展的贡献。

2.识记两汉时期著名的医学家及其成就。理解华佗发明“麻沸散”
的意义和张仲景被称为“医圣”的原因。

3.掌握《史记》的作者、体例、内容及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4.知道道教兴起和佛教传入及其发展状况，理解宗教得以传播的
原因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商周时代原始社会 战国时代

帛书

龟甲、兽骨 竹木简

在纸发明以前中国古人都有哪些书写材料，这些材料有哪些缺点？

陶器
青铜器

缺点：竹木简太笨重，携带不方便；帛的价格昂贵，不能大量使用。



    西汉时大文学家东方朔学富五车、才高
八斗。据说有一次，他向汉武帝上一奏本，
这个奏本足足用了三千片竹简，需要两个人
才能抬动，汉武帝足足看了一个多月。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学富五车”语出《庄子·杂篇·天
下》篇：“惠施有方，其书五车。”惠
施是战国时哲学家，很有才学，是名家
的代表人物。这里是说惠施是个有学问
的人，他读的书要用五辆车子拉。后来
人们便以“学富五车” 来表示对饱学
之士的称赞。



    此为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纸。纸面
平整、光滑、结构紧密，表面有细
纤维渣，可见造纸技术比较原始。
其原料为大麻纸上用墨线绘有山、
川、崖，路，是一幅世界最早的纸
绘地图。

           西汉早期麻纸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5号汉墓出
土。

西汉时期，人们已经懂得了造纸术的基本方法

造纸术的发明

缺点：质地粗糙、书写不流畅，    
使用不便



东汉时，宦官蔡伦总结前人经验，改进造纸工艺

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伦乃造意，用

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

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范晔的《后汉书》

纸的质量大大提高；原料易找，价格便宜，易于推广。

造纸术的改进



浸渍沤制

⑤舂（chōng）捣

④蒸煮

焚烧草木灰

洗涤原料

⑦捞取纸浆
⑥制浆

⑨揭纸码放

造纸术的制作流程

⑧ 晒纸



在造纸术传播前，世界人民在什么材料上书写？

印度贝叶

放眼世界

埃及莎草纸 欧洲羊皮纸

苏美尔人泥版 印度贝叶



公元4世纪

公元7世纪

公元8世纪

公元12世纪

公元12世纪

公元19世纪

公元16世纪

公元13世纪

一纸泽四方





答：1、减少污染，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2、节约资源。

      环保专家提供的资料表明：一吨废纸可生产品质良

好的再生纸850千克，节省木材3立方米（相当于26棵

3~4年的树木），节省化工原料300千克，节煤1.2吨，

节电600度；并可减少大量的废弃物.

今天人们大力提倡使用“再生纸”有什么重要意义？

历史与现实



身边的中医 你知道我们生活之中，有哪些中医治疗呢？



《伤寒杂病论》

东汉末年

名医妙回春

张仲景（150--219年）



华  佗（145--208年）

名医妙回春

东汉末年

被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神医”

1.擅长用针灸、汤药治病，实施外科手术
2.发明麻醉药剂“麻沸散”
3.创编一套医疗体操“五禽戏”



     麻沸散传说是华佗创制的用
于外科手术的麻醉药。《后汉
书·华佗传》载:"若疾发结于内，
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
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kū，
剖开)破腹背，抽割积聚(肿块)。
"华佗所创麻沸散的处方后来失传。

华佗给关公"刮骨疗毒"

麻沸散



鹿形虎形 猿形 飞鸟形 熊形     五禽戏是一
种外动内静动中
求静、动静具备、
有刚有柔、刚柔
相济、内外兼练
的仿生功法，与
中国的太极拳、
日本的柔道相似。

   华佗的弟子吴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
耳聪目明，牙齿完坚。

五禽戏





史家之绝唱

司马迁



体裁 记述起止时间 记述内容   特点 影响

第一部
纪传体
通史

黄帝到汉武帝
约3000年史事

公正记事
秉笔直书

记载帝王将
相、下层人
物的活动

史学：
深远影响
文学：
崇高地位

文笔优美
形象生动

历史巨著《史记》



课本材料研读 

司马迁祠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
，李陵率五千步兵与八万匈奴战
于浚稽山，最后因寡不敌众兵败
投降。汉武帝大怒，群臣皆声讨
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为其辩
护，终激怒汉武帝，遭受腐刑。
    三年后，获赦。司马迁发愤
著书，约于55岁写成《史记》。

想一想：司马迁身上有一股什么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史记》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
被称为“实录、信史”。司马迁在《
史记》中揭露夏桀、商纣、秦始皇的
残暴行径；颂扬了陈胜、吴广起义的
作用；还大胆抨击当代最高统治者的
丑恶行为，“不虚美，不隐恶”，如
揭露了汉武帝晚年搜刮人民的情况，
抨击他迷信、梦想会仙人的荒唐事。

正直不屈

坚韧不拔

自强不息

 实事求是

 敢于直言

 不畏权贵

见贤思齐 



1、道教的兴起
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佛道传教忙 



       青城山位于今天四川都江堰市，相传是道教的发源地，
张陵在此讲道。

1、道教的兴起



2、佛教的兴起

迎合统治者

迎合贫苦民众

从外国传入的宗教
佛道传教忙 



   相传汉明帝夜间梦见一个金人，顶上有白光，在殿廷间飞行。
第二天将此梦告诉朝臣，问他们是吉是凶。傅毅说，梦见的是佛。
于是汉明帝派遣郎中蔡和博士弟子秦景等出使天竺。

白马驮经

2、佛教的兴起



佛道传教忙 



佛教四大名山

峨眉金顶 普陀山

九华山
五台山



答：提倡和扶植

（1）对于佛教的传入，统治者是什么态度？

     答：佛教认为人生如苦海，人只有熄灭各种欲望和烦恼，
才能得到解脱。佛教的这一教义使被统治者安于现状，克制欲望、
忍耐顺从，接受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2）统治者为什么提倡和扶植佛教？

看谁答得快！——佛教篇

（3）结合当时社会情况，说说百姓信奉道教、佛教的原因？

答：①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人民生活苦难，宗教符合人们的心
理需求。
②佛教、道教都宣扬忍耐顺从，符合统治者统治的需要，得到统
治者的大力扶植



　   而道教呢？主张修身养

性，炼制丹药，以求得道

成仙，这迎合了统治者追

求长生不老的欲望，所以

也受到受到推崇。

　按佛教的说法：人死后能

够转生来世。今生如果能忍

受苦难，虔诚地信佛，那么，

来世就可以得到幸福。

       这种说法迎合
了统治者害怕人
民反抗的心理，
因此受到了大力
扶植。

宗教广泛传播的原因：

1、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2、劳动人民的精神寄托。



临时抱佛脚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恍然大悟 、菩萨心肠 、想入非非 、大千世界 

清规戒律、抛砖引玉、昙花一现、心心相印 



派别 发源地 时间 信仰

对象

宗教
场所

教义

佛教

道教

印度
西汉

末年
佛 寺院

转世投胎,忍

受苦难虔诚

信佛,来世幸福

东汉

时期
神仙 道观

修身养性,炼
制丹药长生不
老,得道成仙

中国

  宗教：道教和佛教



发明造纸术

改进造纸术

麻沸散；五禽戏

《伤寒杂病论》；

《史记》

佛教传入中国

太平道教

五斗米道教

“治未病”



两汉时期科技文化繁荣的原因：

1、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政治基石）

5、对之前的科技文化成就的继承和发展；

3、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2、经济繁荣；（物质保障）

4、中外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1．在古代四大发明中，影响最为久远，且对文明发展作用最为显著的是

 A．指南针    B．造纸术   C．印刷术    D．火药

2．近来在我国一些地方发生了H7N9禽流感的感染。在这方面，我们可以

参考古代“医圣”的医学著作是

    A.《本草纲目》      B《千金方》    

    C.《唐本草》　      D《伤寒杂病论》



3、“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成语来源于我国本土宗教，此宗教

是[     ]

   A．佛教                     B．道教

  C．基督教                  D．伊斯兰教

4、河南省的名胜古迹如登封少林寺、洛阳白马寺、龙门石窟的形成，

与下列哪一历史现象有密切关系[     ]

      A．道教的形成与发展             B．佛教的传播

      C．基督教的传播                      D．伊斯兰教的扩展



5、下列哪一项是华佗的医学成就（     ）                                        

  A.望、闻、问、切四诊法       B.《唐本草》        

  C.《伤寒杂病论》             D.麻沸散

6、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纪传体通史是（     ）

    A．《汉书》                          B．《后汉书》

   C．《史记》                           D．《资治通鉴》



作业

1、背诵本课知识点

2、做练习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