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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秦）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
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 敬、忠信……
入其国（首都），观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
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                 

               ——《荀子•强国篇》

材料二：梁惠王：“天下恶乎定？”孟子：“定于一。”
——《孟子·梁惠王章句》

材料三：及至秦王，奋六世（孝公及以后五世秦王）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登上至高位置）而制六合。

——贾谊《过秦论》

阅读材料，分析秦朝统一的原因。



天时： 人民渴望安定统一；
             经济发展需要统一
地利：秦国地理位置优越，物质基础雄厚
人和：数代秦王励精图治；
            广纳贤才，吏治清明；
            秦始皇雄才大略；
            商鞅变法奠定基础；

（一）统一的原因



（二）统一的过程

时间：公元前230-前221年   

策略：远交近攻   都城：咸阳

进程：

     ①东方六国（韩、赵、魏、

楚、燕、齐）

     ②征服南越，加强对西南

夷的控制

     ③北击匈奴，修筑万里长

城



（一）政治方面：

中央官制：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

地方治理：郡县制；乡里亭 

社会治理：颁行法律——《秦律》；编制户籍；迁徙贵族豪强

选官制度：军功爵+“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制度

（二）社会方面

统一文字（小篆）、货币、车轨、度量衡；修驰道、直道；整顿
社会风俗



1.中央官制——皇帝制度

皇权至上

皇帝独尊

皇位世袭

阅读材料，回答以下问题。

（1）“始皇帝”的由来是什么？
秦始皇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从上古“三皇”“五帝”各取一字，
合成“皇帝”作为自己的名号。

材料一：“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

传之无穷。”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

用”。

——《史记集解》

材料三：“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2）皇帝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2.中央官制——三公九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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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官制——三公九卿制

根据上图，小组合作交流以下问题。

1.“三公”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与“皇帝”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三公在地位、职责、与权力等方面都相互制约，共同对皇帝负责。

2.三公九卿是否把持了国家的最高权力？
没有。因为三公九卿相互牵制，军政大权最终操纵在皇帝一人手中。

3.秦朝中央官僚机构运行的特点是什么？
君主专制。皇权至高无上，三公分工明确，相互牵制，军政大权操
纵在皇帝一人手中；三公九卿分工明确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减少
决策失误；公卿百官都由皇帝任命，不得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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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方治理——郡县制与乡里亭



（1）郡县两级的官员设置是怎样的？与中央官制有什么关系？
郡设置郡尉、郡守和监御史，县设置县尉县令和县丞。仿照中央的三
公进行设置，分别负责行政、军事和监察。

（2）郡县以下是如何进行地方管理的？
郡县以下设置乡、亭、里，分别由三老、里正、亭长进行管理。

（3）为什么说郡县制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
郡县的长官都由皇帝任免，不能世袭，由贵族政治过渡到官僚政治。



4.社会治理——户籍制度与法制建设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简
里耶秦简户籍簿



秦直道

秦半两铜钱

秦度量衡器皿

面临的困难：交通不便
解决措施：修直道、驰道

5.巩固统一的措施
面临的困难：标准不一
解决措施：统一货币、度量衡



面临的困难：文化多元
解决措施：统一文字；整顿风俗

5.巩固统一的措施

秦小纂

面临的困难：地方势力大
解决措施：迁徙六国贵族豪强



阅读材料并联系教材，回答以下问题。
材料一：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
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史记·陈涉世家》

材料二：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
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
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
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
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
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史记·秦始皇本纪》
（1）反秦势力主要有哪些？哪个政权于何时最终灭亡了秦朝？
（2）材料二中说“秦王......以暴虐为天下始”，请联系教材说说秦朝暴政的表现。
（3）结合材料与所学内容，试解释秦朝速亡的原因。



陈胜吴广起义

秦朝灭亡
BC207年，刘邦的军队进入
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
灭亡。

（1）反秦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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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朝暴政的表现

①穷奢极欲，
大兴土木

②求仙访药，
动众巡游

③开疆拓土，
修筑长城

④徭役沉重，
刑罚严苛

⑤焚书坑儒，
钳制思想



（3）秦朝速亡的原因

①秦朝暴政逐渐失去了民心，激化社会矛盾；

②仍延续法家思想，治国理念错误；

③东方六国旧势力的复辟；

④农民起义军等反秦势力的壮大；

⑤制度推行过急，没有考虑实际情况。



课堂小结：



开辟新时代的“中国之
治”

课堂探究：联系秦朝的兴亡与制度，谈谈如何进行国家治理。

坚持人民民主制度；

坚持依法治国；

坚持改革创新；

坚持选贤任能；

坚持保障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