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学系 

  

《商道智慧》单元设计 



 

课题 多态市场的变迁  

课时 4 课时（180 min） 

教学目标 

知识技能目标： 

（1）了解传统商品市场的起源与发展 

（2）了解现代商品市场形态 

（3）熟悉明清十大商帮的特点及商业文化 

（4）理解中国古代贸易渠道的形成与发展 

素质目标： 

（1）培养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 

（2）将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传统商品市场的起源与发展，现代商品市场形态，中国古代贸易渠道的形成与发展 

教学难点：总结出商品市场发展的特点 

教学方法 讲授法 、案例导入法、问答法、讨论法 

教学用具 电脑、投影仪、多媒体课件、教材 

教学设计 

第 1 节课：考勤（2 min）→ 问题导入（5 min）→ 传授新知（23 min）→ 课堂讨论（15 min） 

第 2 节课：问题导入（5 min）→ 传授新知（25 min）→ 课堂讨论（15 min） 

第 3 节课：问题导入（5 min）→ 传授新知（25 min）→ 课堂讨论（15 min） 

第 4 节课：互动导入（5 min）→ 传授新知（20min）→ 实践活动（15 min）→教学评价（5 min）→ 课堂小

结（3 min）→ 作业布置（2 min） 

教学过程 主要教学内容及步骤 设计意图 

第一节课 

考勤 

（2 min） 

【教师】使用文旌课堂 APP 进行签到 

【学生】班干部报请假人员及原因 

培养学生的

组织纪律性，掌

握学生的出勤

情况 

问题导入 

（5 min）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商品市场起源于哪个时期？ 

【学生】聆听、思考、回答 

通过问题导

入，引导学生思

考，调动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 

传授新知 

（23 min） 

【教师】通过大家的发言，引入新的知识点，讲解商品市场的兴起和发展 

商品市场泛指买卖双方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市

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商品市场在社会经济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一、传统商品市场的起源与发展 

市场起源于上古时期人们在固定时段进行商品交换的固定场所。在固定的场所进行大规

模的商品交换活动，有利于信息传递和商品比价，特别是在以物易物的时期，丰富的商品使

得商品交换更容易达成。在上古时期氏族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以及夏朝和商朝的都城内都设

有市场。 

（一）西周时期的市场 

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西周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丰富的商品种类使得西周

的商品流通有了新的发展，但其在官府的管制之下发展较为缓慢。据《周礼》记载，西周都

通过教师讲

解及学生讨论，

让学生了解商

品市场的兴起

和发展等相关

知识，从而了解

中国商业文化 



城的布局是“前朝后市”，即都城的前面是处理政务的官府，后面才是用于交易的市场，这

样的布局便于官府对商品贸易进行控制。在官府建立的市场上，有“胥（x$）师”负责查看

上市的货物是否合乎规定，另有“质人”负责为买卖双方订立契约并对其进行监督。 

西周时期的市场分为“大市”“朝市”“夕市”三种。“大市”是指午后开张的市场，

因到市场交易的人比较多而得名；“朝市”是指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开张的市场；“夕市”

是指傍晚开张的市场。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说一说西周时期的市场有哪些特点？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市场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得各地的商品市场高度繁荣。例如，在中原的市场

上可以买到来自南方的象牙，来自北方的马匹，来自东方的鱼、盐和来自西方的皮革。许多

政治中心也成为了繁华的商业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有三种市场：一是常设的市场，如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国内都设立了市场供

百姓开展贸易；二是“军市”，即伴随着军队和战争而出现的给士兵们提供生活日用品的临

时市场；三是“市井”，即农村的集市。这三种市场各有用途，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的市场有哪些特点？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 

 

【教师】讲解商业视窗“春秋战国时期的市场”(详见教材)，并提出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的市场有哪些缺点？ 

【学生】思考、讨论、小组代表上台发言 

【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 

（三）西汉时期的市场 

【教师】多媒体展示相关图片，详细讲解西汉时期的市场 

汉朝沿用周、秦以来的“街市分离制”来修建首都长安城，即将城内的居民区与商业区

严格分开。西汉长安城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北角。这里设有专供商品生产与交易

的“九市”，其中“六市”在主干道西侧，称为西市，“三市”在主干道东侧，称为东市。

西市集中了各种手工业作坊，有制作陶俑和砖瓦的，还有铸币、冶铁和制作铜马车的，而东

市以商品交易为主。西市生产，东市售卖，形成了“前市后坊”的格局。 

（四）唐朝时期的市场 

【教师】多媒体展示相关图片，详细讲解唐朝时期的市场 

到了唐朝，都城的布局有了新的变化：皇宫位于城市的中北部，其东、西、南三面分别

为居民区、手工业区和商业区。 

商业区分为东市和西市，两市商贾云集，邸店林立，物品琳琅满目，贸易极为繁荣。 



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唐中期以前的历代官府均会实施“坊市制”这一市场管理制

度来管理商品交易。 

唐朝中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单靠白天的市场

开展商品交易显然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于是就出现了夜市。 

（详见教材） 

（五）宋朝时期的市场 

【教师】多媒体展示清明上河图，详细讲解宋朝时期的市场 

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坊”“市”的界限被彻底打破，

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在营业时间上也不受限制。空间和时间上的突破使得民间的商品交易更

加繁荣。宋朝的市场按照商业性质划分，可分为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 

宋朝的市场按照营业时间划分，还可分为“日市”“夜市”“晓市”。 

宋朝的“日市”一般在早上开门营业，直至晚上关门闭市。这类市场中的店铺数量较多，

客商往来不绝，充满了都市生活气息，人们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各种日用品。 

宋朝的“夜市”可分为商业夜市和文化夜市两种。 

宋朝的“晓市”又称“早市”，即每日破晓时分便开市营业，到了天明就闭市的市场。

正如宋朝诗人王之道在《追和东坡严车二雪诗·其二》中所描写的“炭重乌银争晓市，蔬挑翠

羽荷邻家”。 

此外，宋朝官府采取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开设了专门的对外贸易港口。 

（详见教材） 

【教师】讲解商业文化小贴士“瓦舍”(详见教材)，并提出问题： 

瓦舍的作用是什么？ 

【学生】思考、讨论、小组代表上台发言 

【教师】聆听学生的发言 

（六）元朝时期的市场 

【教师】多媒体展示相关图片，详细讲解元朝时期的市场 

元朝政府制定了“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等一系列商业

政策，促使众多的农产品开始商品化，大量的棉、麻、丝、茶、糖、粮食等商品被投入市场。

同时，便利的水陆交通也为南方的粮食大量运往北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此外，由于元朝政府对工匠非常重视，所以在当时出现了许多掌握精巧技艺的工匠，他

们带动手工艺品生产向规范的方向发展，使得手工艺品贸易得到了蓬勃发展。 

元朝时期，欧洲、亚洲和非洲不同国家的商人相继来华，使得元朝各个著名的商业都市

中汇集了各种奇珍异宝，从而形成了多个商业发达区。 

（详见教材） 

（七）明清时期的市场 

【教师】多媒体展示相关图片，详细讲解明清时期的市场 

明清时期的商业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城市更加繁荣，几大城市形成了区域性的商业

中心。其中，江西的景德镇通过青花瓷器实现了较高的经济收入，在当时占据了重要的经济

地位。河南的朱仙镇以民间传统工艺品木版年画闻名，是北方地区水陆交通和商贸重地。湖

北的汉口镇为水陆交通枢纽，商贾繁荣，有“楚中第一繁盛，九省通衢”之美誉。广东的佛



山镇是当时南方的手工业重镇，岭南地区商品集散地和冶铸、陶瓷、纺织、中成药等制造业

的中心。这四个商业中心合称“天下四大镇”。 

此外，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也突飞猛进。明朝隆庆元年（1567 年）开放海禁之后，丝绸、

瓷器、茶叶、中草药等大量的中国商品以东南亚（马尼拉）和日本（长崎）为跳板，通过与

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贸易，进入欧洲和美洲市场。 

【教师】讲解商业视窗“广州十三行”(详见教材)，并提出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广州十三行？ 

【学生】思考、讨论、小组代表上台发言 

【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 

【学生】聆听、思考、理解、记忆 

课堂互动 

（15 min） 

【教师】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以下任务： 

上网搜集资料，谈一谈宋朝时期市场繁荣的原因，以及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的影响。 

【学生】分组讨论、记录、小组代表上台讲述本小组的观点 

 【教师】聆听并评价总结学生的发言 

通过课堂互

动，巩固课上所

学知识，加深学

生对宋代商业

发展的理解 

第二节课 

问题导入 

（5 min） 

【教师】展示瓷器图片，并提出以下问题： 

你知道现代商品销售有哪些形态？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并板书 

通过问题导

入，吸引学生

关注，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传授新知 

（25 min）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讲解现代商品市场形态 

二、现代商品市场形态 

现代商品市场可细分为消费者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和劳务市场。 

（一）有店铺零售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什么是有店铺零售？可分为哪几种形式？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并讲解新知 

有店铺零售根据店铺的经营方式、商品结构、服务功能和目标顾客等的不同，又可细分

为便利店零售、超市零售、折扣店零售、仓储会员店零售、百货店零售、购物中心零售、专

业店零售、品牌专卖店零售、集合店零售和无人值守商店零售等多种零售业态。 

1．便利店零售 

便利店零售是以销售即食商品为主，以满足消费者即时性、服务性等便利需求为主要目

的的小型综合零售业态。 

2．超市零售 

超市零售是以销售食品、日用品为主，满足消费者日常生活需要的零售业态。 

通过教师讲

解和师生互动，

让学生了解现

代商品市场形

态的相关内容 



3．折扣店零售 

折扣店零售是以提供有限服务、商品价格低廉为经营特色的一种零售业态。 

4．仓储会员店零售 

仓储会员店零售是以会员为目标顾客，实行储销一体、批零兼营，以提供基本服务、优

惠价格和大包装商品为主要特征的零售业态。 

5．百货店零售 

百货店零售是以经营品牌服饰、化妆品、家居用品、箱包鞋品、珠宝、钟表等为主，统

一经营，满足消费者对商品多样化需求的零售业态。 

6．购物中心零售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购物中心和超市零售有哪些区别？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并讲解新知 

购物中心零售是由不同类型的零售、餐饮、休闲娱乐及提供其他服务的店铺按照统一规

划，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建筑空间或区域内统一运营的零售业态。 

7．专业店零售 

专业店零售是以经营某一类或相关品类商品及服务为主的零售业态，如办公用品专业

店、家电专业店、药品专业店、服饰专业店、体育用品专业店和家居建材专业店等。 

8．品牌专卖店零售 

品牌专卖店零售是以经营某一品牌商品为主的零售业态。 

9．集合店零售 

集合店零售是汇集多个品牌或多个系列的商品（涵盖服饰、箱包鞋品、文具、电子产品、

食品等多种品类）销售的零售业态。 

10．无人值守商店零售 

无人值守商店零售是在营业现场无人工服务的情况下，由消费者自助完成商品购买或相

关服务的零售业态。 

（二）无店铺零售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什么是无店铺零售？可分为哪几种形式？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并讲解新知 

无店铺零售是指通过互联网、电视/广播、邮寄、无人售货设备、流动售货车或直销等方

式，将自营或合作经营的商品，通过物流配送、消费者自提或面对面销售等方式送达消费者

的零售业态。 

无店铺零售可分为网络零售、电视/广播零售、邮寄零售、无人售货设备零售、直销、电

话零售、流动货摊零售等七种零售业态。 

1．网络零售 



网络零售是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互联网设备等开展商品零售的零售业态。根据经营模式

的不同，网络零售可分为网络自营零售和网络平台零售。 

2．电视/广播零售 

电视/广播零售是以电视、广播作为商品的展示和推介渠道，提供使用方法、效果等推介

内容并取得订单的零售业态。 

3．邮寄零售 

邮寄零售是以邮寄商品目录为主，向消费者进行商品的展示与推介，并通过邮寄等方式

将商品送达消费者的零售业态。 

4．无人售货设备零售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你用过无人售货设备吗？有何感受？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并讲解新知 

无人售货设备零售是通过售货设备、智能货柜或贴有支付码的货架等进行商品销售的零

售业态。 

5．直销 

直销是由企业招募的直销员直接向消费者推销商品的零售业态。 

6．电话零售 

电话零售是通过电话完成销售的零售业态。 

7．流动货摊零售 

流动货摊零售是通过移动售货车或其他展示、陈列工具销售食品、饮料、服饰、鞋帽等

日用消费品的零售业态。 

【学生】聆听、理解、思考、记忆 

课堂讨论 

（15 min） 

【教师】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以下问题： 

结合实际，谈一谈零售业态的发展与变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学生】分组讨论、记录、小组代表上台讲述本小组的观点 

 【教师】聆听并评价总结学生的发言 

通过课堂讨

论，巩固课上所

学知识，加深学

生对零售业的

发展的理解 

第三节课 

问题导入 

（5 min） 

【教师】展示瓷器图片，并提出以下问题： 

你知道什么是商帮吗？古代有哪些著名的中华商帮？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并板书 

通过问题导

入，吸引学生

关注，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传授新知 

（25 min）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讲解中华商帮的相关知识 

商帮是由商人自发形成的，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

以会馆、公所为联络、计议地点的商人群体组织。商帮促进了商业信息交流和商业资源的有

效整合，加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通过教师讲

解和师生互动，

让学生了解历

史上有名的中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东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多方位交汇

碰撞的时期。这一时期，商品流通规模、市场发育程度和商人资本实力都有了很大提高。晋

商、徽商、秦商、鲁商、闽商、粤商、宁波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和龙游商帮等十大商

帮相继崛起，其中，以晋商、徽商和粤商的规模最为庞大，实力最为雄厚。 

一、学而优则贾的晋商 

晋商是指山西籍的商人群体组织。晋商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到今天，民间还传

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晋商多经营盐业、票号（一种金融机构）等，

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创办的日升昌票号（见图 3-2）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

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其分号达 35 处之多，遍布全国。 

晋商是从宋朝开始形成的，在明朝得以兴盛。明朝实行“开中”政策，鼓励商人输送米

粮到边塞，再换取食盐运销权。晋商利用这个机会，南下北上，贩粮运盐，获得了大量的商

业利润。 

（详见教材） 

【教师】讲解商业视窗“开中”政策实施的具体流程(详见教材)，并提出问题： 

为什么要采用开中法？ 

【学生】思考、讨论、小组代表上台发言 

【教师】聆听学生的发言 

二、贾儒合一的徽商 

【教师】请同学们扫描二维码了解徽商的相关知识，并回答以下问题： 

徽商主要起源于哪里？主要经营什么商品？ 

【学生】聆听、扫描二维码、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讲解新知 

徽商俗称“徽帮”，是指徽州府（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籍的商人群体组织。徽商主要

经营盐、米、丝、茶、纸、墨、木材、典当生意和对外贸易，以盐商、文具商和典当商最为

著名。徽商始于宋朝，发展于元末明初，兴盛于清朝中前期，至清朝中晚期日趋衰败。徽商

的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商人数之多，使其在十大商帮中居于领

袖地位。江南曾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谚语，可见徽商在当时已成为全国较大的商帮之一。 

【教师】提出问题： 

徽商有哪些优势？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讲解新知 

徽商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并通过大规模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等方式获取厚利。与

其他商帮相比，徽商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具有儒商风采。徽商除了广设学校、书院

宣传儒家思想外，还在族规中对尊崇儒道做出了明确的规范，所以以儒道经商就成了徽商商

业道德的主要内容，对这些商业道德的恪守反过来也增强了徽商在商业舞台上的竞争力。 

此外，徽商还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著称。凭着特有

的“徽骆驼”“绩溪牛”的徽商精神，徽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成为雄视天下的

大商帮。 

三、厚重质直的秦商 

秦商是指陕西籍的商人群体组织。秦商的兴起，得益于明朝的“开中”政策、茶马互市

和随军贸易。 

华商帮的相关

内容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时期，是中国西部的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以茶换马或以马换

茶为主要内容的贸易往来，是内地与边疆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秦商地处西北，他们利

用自身的地域优势，大规模走上贩运边销茶（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紧压茶）的经营道路。 

秦商抓住政策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乘势而兴。 

传统秦商来自黄土高坡，大多保留着农家子弟的淳朴品质，以性格豪爽、忠义仁勇而著

称，因此也获得了“陕棒槌”的雅称。陕西商人在经商时不坑蒙拐骗，不欺不诈，随行就市，

按质论价，以良好的商业信誉占领和开拓市场，也因此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

硬商人”。 

（详见教材） 

四、恪守信用的鲁商 

鲁商是指山东籍的商人群体组织。鲁商在中国历史上兴起较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成

熟于两汉时期，此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 

鲁商中又以登州府（今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莱州府（今山东省莱州市）和青州府（今

山东省青州市）的商人较为出色，因他们集中于山东半岛、胶州湾一带，所以又被称为“胶

东帮”。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山东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这为山东商业的发展提供了

重要条件。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因此，鲁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经商时行为

规范，诚实守信，崇德重义，儒字当头，给人以一种质朴感，而这份质朴正是鲁商经营制胜

的原因之一。 

（详见教材） 

五、开拓进取的闽商 

闽商是指福建籍的商人群体组织，主要分布在闽南（泉州、厦门、漳州等）一带。福建

背山面海，所以闽商以海商为主，其发展也与大海息息相关。相对于宗族乡土观念较重的北

方商人，闽商更具开放和向外开拓的意识。 

闽人的崇商意识发端于五代十国闽王王审知治闽期间。 

因闽地“负山环海，田不足耕”，加上封建剥削苛重，所以当地人们的生活时常处于水

火之中。人们为了谋生，带着丝绸、中药、瓷器、手工艺品等家乡特产，搭上商船，从福州

或泉州出发，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将这些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久而久之，大量的海

外贸易和大量的海外移民就成了当地两大特色，也催生出遍布全球的闽籍商人。 

就地域而言，闽商又派生出福州、泉州、兴化、延平、漳州、宁德等地的商帮。 

（详见教材） 

六、务实创新的粤商 

粤商是指广东籍的商人群体组织，由广东本地的三大民系（民族的分支）商帮及其他民

系商帮组成，包括广府（顺德、番禺、南海、新会等县）商帮、潮汕（潮州、海阳、澄海、

饶平、大埔等县）商帮、客家商帮、雷州商帮，以及广东其余各地的商帮。粤商与徽商、晋

商并称为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在推动中国和世界商业发展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粤商有着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其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创造出独特的南粤文明和粤商

文化。粤商发扬广东人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以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商业贸易活

动，促进了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有效融合。 

    (详见教材) 

七、与时俱进的宁波商帮 

宁波商帮简称“宁波帮”，是指古时宁波府下辖的六县籍的商人群体组织。康熙二十三

年（1684 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江苏、浙江设立海关，使得宁波商帮能够

更加全面地参与对外贸易。 



这一时期，宁波商帮除了经营原先的药材业、成衣业、银楼业、海味业、粮糖业之外，

又发展出埠际间的沙船贩运贸易，后来又由沙船业扩展到了轮船航运业，获得利润后又迅速

攻占钱庄业和银行业。 

宁波商人具有开阔的视野，他们善于吸纳和应用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从而不断地发展

壮大自己。在宁波商帮的创业经历中，始终贯穿着宁波商人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 

（详见教材） 

【教师】讲解商业故事“宁波红帮裁缝的商业之路”(详见教材)，并提出问题： 

宁波红帮裁缝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 

【学生】思考、讨论、小组代表上台发言 

【教师】聆听学生的发言 

八、精明能干的洞庭商帮 

洞庭商帮又称“洞庭帮”“洞庭山帮”“山上帮”或“洞庭山人”，是指形成于洞庭东

山和洞庭西山（太湖中面积最大的两座岛屿）的商人群体组织。 

明朝时期，洞庭商帮兴起。晚明小说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以“钻天洞庭”来形容

洞庭商帮善于经商。明清以来，洞庭商帮的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营能力之强都

可与实力雄厚的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商帮相抗衡，可见洞庭商帮的势力之盛。 

洞庭商人善于审时度势。洞庭两山处于太湖之中，对外交通全靠水路，当地老弱妇幼皆

善操舟弄戈，于是洞庭商帮就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来贩运米粮和丝绸布匹。 

洞庭商帮还能够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 

此外，洞庭商人也非常善于捕捉市场信息。 

（详见教材） 

九、勤俭致富的江右商帮 

古时，人们将江西称为“江右”。因此，“江右商帮”是指江西籍的商人群体组织。江

西地处长江中下游以南，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物产丰富，这为江右商帮的商贸活动创造

了有利条件。 

明朝初期，江西人就将本地的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行销到战事频繁的中原大地和华

南、西南诸省。 

江右商帮的人数众多，操业甚广，活动地区广泛，资本分散，渗透性极强，多从小本买

卖起步，其经营灵活，讲究商德，具有勤劳勇敢、稳扎稳打的务实精神。因此，当时民间有

“无江（西）不成市”“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等说法。 

（详见教材） 

十、开放包容的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以龙游命名，但并非单指龙游一县的商人群体，而是指龙游县、常山县、西

安县（今衢江区）、开化县和江山县五县的商人群体组织，因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

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之名，简称“龙游帮”。 

龙游县位于浙江省西部，南北环山，是浙、闽、皖、赣四省交界的枢纽地区，虽然其自

西向东只有一条河可以行舟，但这条河却可上达江（山）常（山），下通杭（州）绍（兴），

是龙游县的要道。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当地丰富的物产，给龙游商业提供了诸多优势。 

龙游商帮发轫于南宋，活跃于明中叶，至清乾隆年间最为鼎盛。明清时期，龙游商帮经

营区域甚广，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因此民间有“遍地龙游”之说。龙游商帮大多从事长途贩

运活动，不仅活跃在江南和湘鄂闽粤诸地，还深入西北、西南等偏远地区。 

龙游商帮之所以能够在与实力雄厚的徽商、晋商等商帮的竞争中独树一帜，在珠宝业、

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与其诚实守信的商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外，还

与其在投资上具有“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和“开放包容”的胸襟有关。 



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生意，

以求获得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人却敏锐地意识到，要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将投资转到

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 

（详见教材） 

【教师】讲解商业故事“胡筱渔与姜益大棉布店”(详见教材)，并提出问题： 

胡筱渔为什么会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学生】思考、讨论、小组代表上台发言 

【教师】聆听学生的发言 

【学生】聆听、理解、思考、记忆 

课堂讨论 

（15 min） 

【教师】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以下问题： 

本节课讲过的商帮，各有哪些特点？你最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学生】分组讨论、记录、小组代表上台讲述本小组的观点 

 【教师】聆听并评价总结学生的发言 

通过课堂讨

论，巩固课上所

学知识，加深学

生对商业相关

文化的理解 

第四节课 

问题导入 

（5 min） 

【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丝绸之路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并板书 

通过问题导

入，吸引学生

关注，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传授新知 

（20 min）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讲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京杭大运河的相关知识 

一、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古代中外交通干线。丝绸之路以中国长安、洛阳为始发地，

贯穿亚洲中部、西部及非洲、欧洲等地，因丝绸是其运送的大宗货物之一而得名。通常而言，

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两大类（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大干线（草原丝绸之路、绿

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起初，丝绸之路仅指自中原经今新疆而抵中亚和西亚的陆上通道。后来，其所指范围逐

步扩大，远及亚、欧、非三洲，并包括陆、海两方面的交通路线。现在，丝绸之路不仅用以

指称联结整个古代世界的交通线，同时还成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一）陆上丝绸之路 

【教师】提出问题： 

请根据学过的历史知识，讲一讲陆上丝绸之路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讲解新知 

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与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公元前 2 世

纪至公元 1 世纪之间，并一直沿用至 16 世纪。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时 13 年，虽然没有达到与大月氏结成联盟的政治目的，却了解

了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等情况，为中原地区加强与西域的联系奠定了

基础。 

自张骞开辟陆上丝绸之路后，这条贸易通道便成为了历代王朝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通过教师讲

解和师生互动，

让学生了解丝

绸之路、茶马古

道和京杭大运

河的相关知识 



陆上丝绸之路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其中，东段东起长安，经武威、张掖，再沿河西

走廊至阳关、玉门关。自汉以后，东段路线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中段在敦煌以西，南出阳关，

北出玉门关，最终到达喀什地区。中段路线随绿洲、沙漠的变化时有变迁。 

陆上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之间最主要的贸易通道，是中国古代文明向西方传播的重要渠

道，是沟通中西方经济文化的桥梁。 

（详见教材） 

（二）海上丝绸之路 

【教师】提出问题： 

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走向是什么样的？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讲解新知 

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上丝路”，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之一，也是古代中国与海外各

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航海路线的总称。虽然海上丝绸之路开辟较晚，但其航线之远、货

运量之大，均胜过陆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走向大致如下： 

（1）以中国东南沿海的各个港口为始发点前往海外各地，这些港口包括登州（今山东蓬

莱）、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等。登州、扬州、明州都有直接通往朝鲜半

岛及日本的航线，泉州、广州则有通往南海、印度洋等水域的航线。 

（2）自广州出发，向东南可至今菲律宾，向南可至今印度尼西亚，向西南抵今中南半岛

各国，并到达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向西穿越马六甲海峡，可抵孟加拉湾沿岸的缅甸、孟加

拉国、斯里兰卡、印度东海岸各地。 

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了宋朝，伴随着我国

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乃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

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支撑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也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 

元朝鼓励海外贸易，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使得南北方之间的海运成为重要运输方式。明

朝，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扩展至全球，进入极盛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

发展，也把世界各地的文明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详见教材）  

【教师】讲解商业故事“郑和下西洋”(详见教材)，并提出问题： 

郑和下西洋有哪些历史意义？ 

【学生】思考、讨论、小组代表上台发言 

【教师】聆听学生的发言 

（三）草原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简称“草原之路”，是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北方草原地区相继开辟的无数

条交通线的总称。其线路分布极广、支线极多。草原丝绸之路大致从黄河流域以北通往蒙古

高原，西经西伯利亚大草原，抵达咸海、里海、黑海沿岸，乃至更西的东欧地区。 

草原丝绸之路上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起源于原始社会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中原地区以

农业为主，盛产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其发展需要大量能运输或牵引农具等的牲畜（牛、

马等）；北方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马、羊及相应的皮、毛、肉、乳等畜产品，

而缺少粮食、纺织品、手工制品等。这种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在经济上互有需求、相互依存

的关系，是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条件。因而草原丝绸之路也被称为“皮毛路”“茶马路”

等。 



草原丝绸之路是中华文明向外传播的纽带与桥梁，承担着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的重要使命，是历史悠久、辐射面广泛、影响深远的商贸和文化线路。 

【教师】提出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草原丝绸之路？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讲解新知 

（四）绿洲丝绸之路 

绿洲丝绸之路简称“绿洲之路”，由于其相当长一部分越经荒漠与绿洲而得名。绿洲丝

绸之路始于中原，沿黄河流域向西，经河西地区、塔里木盆地，再赴西亚、小亚细亚等地，

并南下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 

绿洲丝绸之路由古代亚欧大陆上的各族人民开辟，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最重要

的大动脉，为古代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教师】提出问题： 

绿洲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有什么区别？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讲解新知 

二、茶马古道 

【教师】提出问题： 

什么是茶马古道？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讲解新知 

茶马古道是指唐宋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而形成的一条商品贸易通道。茶

马古道东起云南和四川，会合于西藏昌都地区，并穿越整个西藏中南部，可直达南亚、西亚

诸国。其历经千百年风霜，直至近现代才逐渐被废弃。 

茶马古道主要分为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 

上述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除此之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四川的

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通向青海

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今甘肃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

的支线，等等。 

（详见教材） 

三、京杭大运河 

（一）历史背景 

【教师】提出问题： 

京杭大运河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修建的？ 

【学生】聆听、思考、举手回答 

【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讲解新知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较为古老的运河之一，与

长城、坎儿井（一种地下水利工程）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

征之一。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始于春秋时期，当时修建的只有位于今江苏省中部的一段，长 170 千

米。隋朝对京杭大运河进行了大幅度扩修，以利于南方的物资供应北方，加强南北经济联系。



隋朝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十分注重运河的开凿与完善，并以运河为基础，建立庞大而复杂的漕

运体系，将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都城所在地。到了元朝，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明、

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更是成为南北水运干线。 

（二）流经地区 

【教师】多媒体展示京杭大运河的地理位置，详细讲解京杭大运河的流经地区 

京杭大运河自北而南流经京、津两市和冀、鲁、苏、浙四省，贯通中国五大水系──海河、

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和一系列湖泊。 

京杭大运河分为七段：北京市中心到通州区的这一段称为通惠河，其自昌平县白浮村神

山泉经瓮山泊（今昆明湖）至积水潭、中南海，再经文明门（今崇文门）外向东，在朝阳区

杨闸村向东南折，至通州高丽庄（今张家湾村）入潞河（今北运河故道），长 82 千米；北京

通州区到天津的这一段称为北运河，长 186 千米；天津到临清的这一段称为南运河，长约 400

千米；临清到台儿庄的这一段称为鲁运河，长约 500 千米；台儿庄到淮安的这一段称为中运

河，长 186 千米；淮安到扬州的这一段称为里运河，长约 170 千米；镇江到杭州的这一段称

为江南运河，长约 330 千米。 

（三）历史意义 

【教师】多媒体展示京杭大运河的相关图片，详细讲解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意义 

京杭大运河是仅次于长江的“黄金水道”，彰显了中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的卓越

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又一座明珠般璀璨的名城古镇。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巩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带动了各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

对沿线地区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外，京杭大运河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南方

文化的相互融合，不仅成为我国古代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纽带，也成为联系陆上丝

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 

【学生】聆听、理解、思考、记忆 

实践活动 

（15 min） 

【教师】组织学生进行“零售业态调研分析”活动 

（1）全班学生以 8～10 人为一组分成若干小组，各组选出一名组长。 

（2）组长对小组成员进行任务分工。 

（3）确定调研主题和调研对象。 

（4）确定调查方法，如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或文献资料法等。 

（5）设计调研方案。 

【学生】聆听、分组、讨论、设计调研方案，有小组代表上台展示调研方案 

【教师】与学生一起评价各组的方案，并进行完善 

通过实践活

动，帮助学生了

解零售业现状，

使学生将所学

知识与实践相

结合 

课堂小结 

（3 min） 

【教师】简要总结本节课的要点 

本节课学习了多态市场的变迁的相关内容，包括商品市场的兴起与发展，中国古代著名

的十大商帮，著名商道等；希望大家在课下多加复习，能够归纳与总结出商品市场发展的特

点，并能说出我国古代主要贸易通道的大致路线及历史意义。 

【学生】总结回顾知识点 

总结知识点，

巩固印象 

作业布置 

（2 min） 

【教师】布置课后作业 

根据课上设计的调研方案，进行零售业态的调研，并根据调研结果撰写分析报告。 

【学生】完成课后任务 

通过课后作

业巩固所学知

识 



教学反思 

本节课对学困生的“困难点”抓得不够准，也不够全面，导致他们在考试的过程中对有些做过的类型题仍

束手无策。应该要抓准每一个学困生的“困难点”，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辅导计划。用足够的“爱心和耐心”树

立学困生学习的自信和兴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