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上世界史      導   言                班級:     姓名:        座號: 

世界歷史的分期 (課本 p.90)  (每格 2 分, 滿分 100 分,有錯需訂正) 

史家依據時代的特性，歸納出不同的歷史分期，以方便我們理解歷史。世界歷史的分期， 

大略可以分為： 

(1.       時期)（約為西元前 3000 年～西元前 500 年） 

(2.       時期)（約西元前 500 年～西元 500 年） 

(3.       時期)（約西元 500 年～西元 1500 年） 

(4.       時期) （約西元 1500 年～西元 1800 年） 

現代 （西元 1800 年～今日） 

一、 上古時期: 兩河流域與尼羅河流域發明了(5.      )，是世界文明的起源之一。 

二、 古典時期:包含希臘與羅馬古文化，為西方哲學、文藝、法律與制度奠下豐厚的基礎，        (6.         

教)也在此時萌芽。 

三、 中世紀時期:(7.          帝國)、伊斯蘭帝國與(8.       )基督教世界，三者關係密切，並相

互競爭。 

四、 近世時期: (9.文藝      )和(10.      改革)則開啟了歐洲的近世時期，(11.        革命)與啟

蒙運動推動了歐洲的科學發展、理性精神。 

五、 現代: (12.       革命)是開創近現代世界的重大指標。 

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革命以及英國議會改革等巨大變革，則是塑造現代政治發展的主要動

力。此後崛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展開新一波的海外擴張。帝國主義的競爭加深了歐洲列強的

不安，逐漸產生兩大對抗集團，最後導致世界大戰的爆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形成美 蘇兩強對立的「13.      」時代，直到蘇聯解體，冷戰時代

告終，世界進入多元的新局面。 

第一章 古代文明的誕生 

前言: 古代文明大都誕生於大河流域。這些地區有充足的水資源，地勢平坦，土地也相對肥沃，

有利於(14.        )的栽植。兩河流域、(15.        )流域、印度河、恆河流域和黃河、長江流

域等大河流域分別孕育了(16.      )、埃及、印度與中國古文明，發展出獨特而燦爛的文明成就。 
★想一想：古代文明皆位於大河流域。請問：人類開始定居於大河流域，發展文明，必須有什麼條

件配合？(17.      )的出現。 

三上世界史      第 1 課 古文明的發展                     班級:     姓名:        座號 



1-1 西亞古文明  (每格 2 分, 滿分 100 分,有錯需訂正) 

一､地理位置: 

1.西亞古文明主要分布在(1.     流域)､(2.          )､(3.         東岸)､             (4.       

高原)等地。 

2.兩河流域是指底格里斯河和(5.           河)沖積形成地平原地帶，土地肥沃,又稱為 

(6.「              」)（意為「兩河之間的土地」）。 

3.肥沃月灣：從兩河流域延伸至地中海東岸一帶，土壤肥沃，形狀如同一彎新月，故又稱為     

(7.「          」)。 

二､政權更迭頻繁 

1.原因:兩河流域位於(8.     、    、    )三洲的交界地帶，地勢平坦開闊，缺少天然屏障，

因此容易受到外來民族的入侵，(9.      )交替頻繁，從而創造出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在文字、

法律、科學、宗教各方面皆有成就。 

   2.兩河流域政權演變情形: 

   蘇美城邦巴比倫帝國亞述帝國新巴比倫帝國(加爾底亞人) 被波斯人所滅，建波斯帝國 

   B.C3500 年  B.C18 世紀  B.C 8 世紀  B.C 7 世紀               B.C 6 世紀 

 

 

 

 

 

 

 

 

 

 

 

 

 

 

 

 

2.文化成就 



地 點 民  族 成  就 

 

 

 

 

 

 

 

兩河 

流域 

 

蘇美人 

 

★蘇美人的

文明成為

西亞文明

的共同遺

產。 

(1) (10.西元前        年左右),蘇美人最早在兩河流域定居,建立(11.      )。 

★城邦原為屯田的要塞，後來逐漸發展為(12.     )，並保有農業的經濟型態。 

蘇美人興建了水利系統，將兩河流域的土地變成綠洲，逐漸形成聚落與市鎮，

建立了城邦文明。 

歷史學家把從西元前 4000~3000 年之間的蘇美文明稱作「早期高度文明」，最早

的蘇美時期由數個獨立的城市國家組成，這些城市國家之間以運河和界石分

割。每個城市國家的中心是該城市守護神的廟。每個城市國家皆由主持該城市

的宗教儀式的祭司或國王統治。 

(2)目前所知最早發明文字的民族，他們使用(13.       文字)，日後成為兩河流

域地區通行的文字。通行於西亞地區達三千年。 

★蘇美人將蘆葦桿以壓刻的方式書寫於泥板，狀如楔子，故稱楔形文字。 

(3)依據月亮的運行制定(14.    曆)，將一年分為十二個月。 

(4)數學方面，使用(15.        )進位法。例如:1 分鐘有 60 秒，一直沿用至今。 

巴比倫人 (1) 重視(16.      )與(17.      )觀念。 

(2) B.C.18 世紀，第六代國王漢摩拉比(B.C1810~1750)下令制定 

《18.          法典》，強調「19.以    還    ,以     還     」的報復原則。

★此石柱高 2.25 公尺，上半部刻畫太陽神傳授漢摩拉比治國之道，下半部法典

以楔形文字刻劃。 

亞述人 (1)以尚武、好戰聞名，武力強大。 

(2)(尼尼微圖書館)，收藏大量以楔形文字寫成的兩萬多塊泥版文書。 

★西元前 605 年亞述帝國被加爾底亞人與米底人聯合將其滅亡。 

加爾底亞

人 

(1) 以巴比倫為首都,其建立的帝國被稱為「20.           帝國」 

(2) 擅長觀測天象和(21.       術)。 

(3) 確立(22.一週      天)的制度,沿用至今。相信每天由一個行星輪流執掌,從

星期日到星期六(日,月,火,水,木,金,土)，例如:現在日本的星期制度,日曜日,月曜

日….土曜日。 

小亞 

細亞 

西臺人 西元前 20 世紀,居住在(23.          )一帶 --今土耳其,以製造(24.     器)聞

名，將製鐵技術傳播到西亞其他地區,促進武器製作技術的進步。 

※西臺人是西亞地區乃至全球最早發明冶鐵術和使用鐵器的國家，也是世界最早進入鐵

器時代的民族，近年考古發現的證據顯示鐵器的生產至少可以追溯到前 20 世紀。在冶

鐵方面頗具名氣，西臺王把鐵視為專利，不許外傳，以至鐵貴如黃金，其價格竟是黃

銅的 60 倍。西臺的鐵兵器曾使埃及等國為之膽寒。西臺人打擊敵人最有效的武器是戰

車，在戰場上，他們驅趕披著鐵甲的馬拉戰車衝鋒陷陣，所向披靡，使來敵聞風喪膽。

西臺滅亡之後，西臺鐵匠散落各地，才將冶鐵技術擴散開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F%90%E6%B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AD%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8D6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8%BF%B0%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B5%E5%99%A8%E6%99%82%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B5%E5%99%A8%E6%99%82%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9%87%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9%93%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9%93%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8%E8%B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8%E8%BD%A6


地中海

東岸 

腓尼基人 (1) 居住於(25.          東岸) 

(2) 擅於(26.       )與經商,建立許多貿易據點,促進商品的交換與文化傳播。 

(3)將簡化後的(27.        象形文字)傳入歐洲，成為西方拼音字母的源頭 

★傳承順序：腓尼基文-希臘文-羅馬人的拉丁文-西方字母的拼音源頭 

希伯來人 (1)居住在(28.      東岸)的(29.        )地區,創立一神信仰的(30.   教)，相信

上帝(31.       )為唯一真神,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以《舊約全書》為其經典。 

(2)猶太教教義及一神信仰的觀念，影響了後來的(32.     教)和(33.      教)。 

※B.C 1050 年 ,猶太人建立以色列王國,定都耶路撒冷,所羅門王死後分裂為猶大

和以色列王國,各自被外族亡國,後來猶太人因反抗羅馬統治被迫離開巴勒斯坦,

流居至中東、北非、歐洲、美洲各地，展開近兩千年的流亡生活，直到二戰結

束,才回到巴勒斯坦復國,建立以色列。 

伊朗高

原 

波斯人 (1)居住在(34.        高原) 

(2)西元前 6 世紀(550 年)，居魯世統一波斯各部落，建立(35.     帝国)。 

   西元前 6 世紀(513 年)，大流士一世征服(36.      流域)、(37.     )等地，建

立了歷史上第一個橫跨(38.   、   、    )三洲的大帝國，此時期波斯帝國文治

武功均達於鼎盛。 

(3) 波斯人瑣羅亞斯德創立善惡對立的(39.    教)，崇拜象徵光明的火，又稱--

拜火教，相信善與惡兩股對立勢力，善神終必戰勝惡神。 

★善神：阿胡拉.馬自達代表光明，惡神:阿利曼代表黑暗。 

★波 斯 人 屬 印 歐 民 族 ， 在 居魯士的領導下，波斯人建立了西起希臘，東至犍陀羅      

（今日阿富汗東部）的波斯帝國。後來因擴張過度，國力耗損太多，以致國勢漸弱，西元前 330

年被亞歷山大所滅。 

 

 

 

 

 

 

 

 

 

★波斯帝國補充資料: 



波斯是伊朗在歐洲的舊稱譯音。歷史上在這一西南亞地區曾建立過多個的帝國。全盛時期領土東至

巴基斯坦，西北至土耳其、歐洲的馬其頓、色雷斯，西南至埃及。自從前 600 年開始，希臘人把

這一地區叫做"波斯"。這個名稱來自於波斯的一個地區帕斯（Pars）。直到 1935 年，歐洲人一直

使用波斯來稱呼這個地區和位於這一地區的國家。而波斯人則從薩珊王朝開始稱呼自己的國家為"

伊朗"，意為"雅利安人的家園"。 

阿契美尼德帝國，又稱波斯"第一帝國"。公元前 559 年居魯士二世統一波斯，建立阿契美尼德王

朝。居魯士二世擊敗了當時統治波斯的米底人（Median），使波斯成為一個強盛的帝國。前 539

年，居魯士占領巴比倫。 

波希戰爭：大流士一世，帝國疆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向東大流士進軍印度河流域，在西線對希臘

的進攻則由於馬拉松戰役（前 490 年）的失敗而功敗垂成。其子薛西斯一世後來（前 480 年）再

度對希臘用兵遭受失敗。阿契美尼德帝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之一。 

希臘時期（前 330 年-前 170 年）前 334 年馬其頓人亞歷山大大帝的希臘大軍擊敗大流士三世，

波斯成為馬其頓帝國的一部分。亞歷山大的帝國很快就分崩離析。亞歷山大手下大將塞琉西一世自

立塞琉西王朝，以敘利亞為中心，統治波斯地區。 

  



三上 世界史    第 1 章 古文明的發展  1-2 埃及古文明         班級:     姓名:      座號: 

前言:埃及位於非洲東北部的沙漠地帶，不適合人居住。(大部分地區屬熱帶沙漠氣候，炎熱乾燥，

沙漠地區氣溫可達 40℃)。  

【優    勢】: 埃及(1.      河)每年定期氾濫,帶來肥沃的淤泥，埃及人在此引水灌溉，發展農業。

古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曾說:「(2.        )是尼羅河的贈禮」。 

一、政治發展：埃及四周有高山及(3.      )的屏障，(4. 形勢       )，不易受外來政權入侵，

政治發展穩定。 約(5.西元前        年)，古埃及出現(6.        )的統一政權，在國力富強下

組織人力，建造(7.       )。這些金字塔大部分建造於埃及古王國和中王國時期。 

其歷史發展大致可分為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三個階段，至(8.    王國)時期(9.      )最為

遼闊。      ★根據史學家曼涅托的畫分，將古埃及畫分為 31 個王朝。 

政  權 時間 特  色 

古王國時期 B.C 2686~2181 年 埃及的國力強盛、王權提升，工藝技術發達，政府興建        

(10.        塔)等大型建築，代表國力富強的象徵。 

中王國時期 B.C 2060~2010

年 

1.對外貿易興盛，埃及成為(11.       )東部的商業重心之一。 

2.開鑿尼羅河與紅海之間的(12.     ),促進交通的便利。 

3.曾被來自西北方的西克索人入侵,統治埃及 200 年 

新王國時期 B.C 1570~1085

年 

武力強大，不斷向外擴張，是埃及版圖最為(13.     )的階段。 

新王國時期埃及的最高統治者(國王)才被稱作「法老」 

B.C 525 年 古埃及在西元前(14.   世紀)被(15.       )帝國所滅 

古埃及文明逐漸

沒落 

西元前 11 世紀至

西元 7 世紀 

在歷史上，埃及曾多次遭受外來入侵，斷斷續續被           

亞述、波斯、馬其頓(亞歷山大)和羅馬帝國征服。 

消失 西元 7 世紀中 (16.         教)興起,勢力進入埃及,(17.        )文化與  伊

斯蘭教取代傳統的埃及信仰與文字。 
※１９世紀末，埃及被英軍佔領。西元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８日，埃及共和國宣布成立。 

二、宗教信仰及文化成就 

項  目 內             容 

宗教信仰 1.宗教支配古埃及人的社會生活。古埃及人信仰(18.      )，並以(19.      神)與         

(20.        神-奧塞利斯)為主要信仰對象。 

(1)太陽神是(21.      )的主宰，(22.      )以太陽神之子的身分統治人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AD%E5%B8%A6%E6%B2%99%E6%BC%A0%E6%B0%94%E5%80%99


(2)尼羅河神代表循環不息的(23.      )力量。 

2.古埃及人認為人死後靈魂須接受審判，通過尼羅河神和審判官們才能復活，所以將死者製

成(24.           )，以便復活時靈魂能和身體相結合。 

文  字 古埃及人發明的(25.      文字)，由一些圖象與表音符號構成，一般寫在紙草製的紙面上。

其中的表音符號經(26.          )人改良後傳入(27.     洲)，成為西方拼音文字的基礎。 

天文曆法 古埃及人為計算尼羅河氾濫的時間，制定了(28.         曆)。 

科    學 為了測量氾濫後的(29.       )範圍，興建(30.        )和巨型神廟等公共工程，        在

(31.         學)、(32.      學)上都有很高的成就。 

醫  學 從木乃伊的製作技術，也顯示古埃及人在(33.      學)、醫學知識上已相當進步。 

配合(課本 p.93) 埃及補充資料 

阿布辛貝神殿（Abu Simbel Temples） 

在新王國時期埃及為了宣揚國威而建立，供奉法老拉美西斯二世。1963 年，由於當地興建大型水

壩，因此神殿搬遷至高處，並照原址復原。 

 「阿布辛貝神殿」， 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世界遺產。神殿建築的時間為西元前 1284∼1264

年， 是為了供奉新王國時期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與其妻所建。這座神殿坐落於尼羅河中下游， 其

建立的位置， 顯示當時埃及的國界已達南方。事實上， 除了供俸法老， 建立神殿的目的， 也是

為了向埃及南面的努比亞示威， 顯示新王國向外擴張的取向。 

1963 年時， 因為亞斯文水壩的興建，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議， 將神廟切割， 並往北方遷移， 

以免神殿被水淹沒。 

 

獅身人面像的故事： 

在歲月的流逝中，獅身人面像威風凜凜的形象已今非昔比，昔日外層的紅色膠泥   大多脫落，鼻

子也蕩然無存。有人說，這個鼻子的丟失，是 1798 年拿破崙率領法軍進入 埃及時，曾經在吉薩

高地上和埃及人展開一場生死大戰。為了鼓舞士氣，拿破崙手指金 字塔說：「士兵們，四千年的歷

史和古埃及的法老在注視著你們，前進吧，去征服他們！」但這場著名的金字塔之戰，除了把獅身

人面像的鼻子轟掉一塊之外，並沒有撼動 金字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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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約西元前(1.        年)左右，(2.         )流域發展出進步的城市文明，不但有完善的城市規

畫，且出現街道、浴場、下水道等大型公共建設。 

2. ★例如:摩亨約達羅和哈拉帕古城，可惜沒有完整的文字記錄留存。 

3. 西元前 1500 年左右，西北方的(3.          人)入侵(4.      河流域)，其後又往(5.      )流域

拓展勢力，成為此地區的新統治者。 

4. ★印度的原住民為達羅毗荼人(矮小黝黑),被阿利安人(高大白皙)奴役統治。 

 一、種姓制度的建立: 

項  目 措  施 目  的 內  容 

宗教信仰 阿利安人信奉 

(6.          教) 

控制社會秩

序。 

1.以梵文書寫而成的(7.         經) 主要經典 

2.相信(8.      )報應和(9.      )輪迴，將希望寄託於來

生。 

3.多神信仰:以梵天、毗濕奴、濕婆為三大主神。 

★濕婆是婆羅門教主要神祇之一，代表破壞與再生。 



社會制度 種姓制度 

(種姓,梵文為瓦爾

納,意為顏色) 

人數較少的阿

利安人為維持

其血統、       

(7.    地位)。 

1.依據婆羅門教的教義，制定出階級森嚴的         

(10.     制度)。 

2.制度：種姓的身分與職業( 11.      )，階級之間不通

婚。這種觀念至今依舊深深影響著印度社會。 

3.社會等級大致分為： 

A.祭司（婆羅門）-負責祭典與教育。 

B.(12.        )與武士（剎帝利）-負責行政及作戰。 

C.(13.        )（吠舍）-農工商等生產工作。 

D.(14.         )（首陀羅）-從事卑賤工作。 

二、宗教的演變—為反對婆羅門教而創立佛教 

種  類 內  容 

西元前 6 世紀  

佛教 

 

1.時間: 西元前 6 世紀時，印度社會出現反對婆羅門教的聲浪 

2.創立者: 釋迦牟尼原姓喬達摩，名悉達多，後世多稱其為「佛陀」(覺悟者之意)。

(15.            )不滿種姓制度中的階級觀念，主張   (16.           )的概念，   打

破婆羅門教的階級觀念，認為人可以藉由行善、修行脫離生死輪迴的痛苦，因而吸引信

徒追隨。 

2.西元前三世紀 孔雀王朝(17.      王)提倡佛教。 

(1)修訂佛教基本教義和戒律，在各地廣建寺廟、佛塔。 

(2)派遣使者向外宣揚佛教，使佛教在(18.    地區)廣泛傳布，是印度佛教的黃金時代。 

(3)阿育王死後，佛教在印度本地的影響力逐漸減弱，但在(19.     ) 與(20.         )

地區，佛教廣為流傳，成為當地的主要信仰。 



西元 4 世紀 

 印度教 

1.(笈多王朝)興起,政治穩定、文化繁盛，是印度古典文化的黃金時代。     

2.(21.         教)不斷吸收(22.    教)與民間信仰融合成(23.       教)，成為今日印度

信仰人口最多的宗教。 

 

三、數學的成就: 古印度文明在數學上的成就頗高，其發明的數字系統和(24.「      」)的觀念， 

    經由(25.         人)傳到西方，成為現今使用的阿拉伯數字。 

補充資料: 
※印度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國家，截至 2020 年 11 月印度擁有 13.6 億人口，位列

世界第二，僅次於中國人口的 13.9 億，人口成長速度比中國還快，印度民族和種族

眾多，號稱「民族博物館」，其中印度斯坦族佔印度總人口的大約一半，是印度最大

的民族。印度各個民族都擁有各自的語言，僅憲法承認的官方語言就有 22 種之多，

其中印地語被定為國語，英語在印度非常流行，特別是在南印，地位甚至高於印地

語。另外，印度也是一個多宗教的國家，世界 4 個主要的宗教──佛教、印度教、

耆那教和錫克教都源自於印度。 

印度人認為浸在恆河中能把一個人的罪洗去；把人火葬後的骨灰撒入河中，也

有直接把死屍、遺物和葬禮物品直接拋入河中任其漂流的，認為這樣能幫助死者得

到更好的來世，甚至能更早獲得「解脫」（Moksha）。很多虔誠的教徒都會往恆河朝

聖，並於河中浸浴及在河岸冥想。恆河的環境至今依然極度髒亂，經常是恆河裡沐

浴聖水者不遠處就有漂流的浮屍經過，人們安之若素。 

 

※婆羅門教、佛教、印度教的比較 

項 目 婆羅門教 佛教 印度教 

創立者 阿利安人 釋迦牟尼 — 

主 張 
因果輪迴階級

觀念 

因果輪迴眾

生平等 
因果輪迴階級觀念 

特 色 
維護阿利安人

的統治地位  

打破婆羅門

教的階級觀

融合婆羅門教、佛

教、民間信仰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8D%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8D%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96%AF%E5%9D%A6%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F%AD%E8%A8%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9C%B0%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86%E9%82%A3%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C%AB%E5%85%8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1%AB%E8%91%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D%AE%E5%9B%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7%A3%E8%84%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8%81%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8%81%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A5%E6%83%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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