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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提问

2.请同学们思考：

(1)战国时代为什么是个大变革的时代，在政治、经济、思
想上有哪些主要特点？

(2)战国时期为什么秦国由弱变强？



●战国七雄长期征战，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不利于经济、
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交流。渴望结束割据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安
定已成为当时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由诸侯割据向统一的封建国
家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在七国中哪一个国家最有条件实
现统一呢？

●今天学习第12课秦始皇统一六国。



一、秦灭六国
● 从 公 元 前 4 7 5 年 开 始 的 战 国 时 代 ， 2 5 0 年 的 七 国 混 战 ， 到 战 国 后 期 ， 秦 国 越 战 越 强 ， 已 无 敌 于 天 下 了 。 从 秦 昭 王 起 “ 无 岁 不 兴 师 ” ， 连 年 对 外 战 争 ， 曾

大 破 韩 魏 联 军 ， 又 大 败 楚 军 。 中 原 唯 有 赵 国 较 强 ， 成 为 秦 向 东 方 用 兵 的 障 碍 ， 所 以 秦 必 伐 赵 ， 战 国 后 期 一 次 规 模 最 大 的 决 定 性 战 争 爆 发 了 。 这 就 是 著 名
的 长 平 之 战 。

● 1 . 长 平 之 战 （ 前 2 6 0 年 ）

● 长 平 位 于 今 山 西 高 平 北 ， 原 属 韩 国 上 党 郡 （ 看 6 9 页 地 图 ） 。 秦 先 出 兵 攻 韩 ， 韩 屈 于 压 力 ， 想 把 上 党 郡 献 秦 以 求 和 ， 但 韩 上 党 郡 守 不 肯 降 秦 而 愿 归 赵 ， 请
求 赵 国 出 兵 援 助 。 于 是 ， 赵 孝 成 王 派 老 将 廉 颇 取 上 党 ， 驻 守 长 平 以 拒 秦 ， 秦 赵 长 平 之 战 爆 发 。

● 前 2 6 2 年 起 ， 赵 将 廉 颇 采 取 “ 固 壁 不 战 ” 的 战 略 ， 两 军 对 峙 三 年 ， 秦 军 不 得 进 。 秦 为 破 赵 ， 派 人 带 重 金 去 赵 施 反 间 计 ， 散 布 廉 颇 降 秦 的 谣 言 ， 又 传 “ 秦
之 所 恶 ， 独 畏 赵 括 ” 。 赵 王 中 计 轻 信 反 间 之 言 ， 改 派 赵 括 为 将 代 替 廉 颇 进 驻 长 平 。 赵 括 是 赵 国 名 将 赵 奢 之 子 ， 少 年 时 就 常 习 兵 法 ， 善 言 兵 事 ， 但 只 据 兵
书 ， 不 知 变 通 。 前 2 6 0 年 ， 赵 括 改 变 了 廉 颇 以 逸 待 劳 的 策 略 ， 轻 敌 出 击 ， 多 谋 善 战 的 秦 将 白 起 ， 纵 兵 佯 败 ， 用 伏 兵 把 赵 围 困 4 6 天 ， 造 成 赵 军 粮 尽 援 绝 ，
军 心 涣 散 。 赵 括 率 兵 突 围 ， 括 被 秦 军 射 杀 而 死 ， 赵 军 4 0 多 万 人 降 秦 ， 除 2 4 0 名 年 幼 者 幸 免 外 ， 其 余 全 部 坑 杀 。 这 就 是 著 名 的 战 役 长 平 之 战 。 人 们 从 这 个
历 史 事 件 中 ， 引 申 出 一 个 典 故 ， 叫 什 么 ？ 。

● 就 是 指 不 联 系 实 际 的 夸 夸 其 谈 。 赵 括 误 国 身 败 的 教 训 ， 这 是 我 们 应 该 记 取 的 。

● 长 平 之 战 是 秦 胜 赵 败 的 一 次 歼 灭 战 。 此 后 六 国 再 也 无 力 抵 挡 秦 的 进 攻 了 。 秦 国 经 几 代 人 的 努 力 ， 统 一 之 势 已 成 。 最 后 完 成 秦 灭 六 国 ， 实 现 统 一 大 业 的 是
秦 王 嬴 政 。

● 2 . 秦 灭 六 国 （ 前 2 3 0 — — 前 2 2 1 年 ） 嬴 政 ， 1 3 岁 时 （ 前 2 4 7 年 ） 即 位 ， 2 2 岁 亲 理 政 务 。 他 对 内 进 一 步 巩 固 统 治 ， 对 外 破 坏 六 国 的 联 合 ， 积 极 做 好 灭 六 国
的 准 备 。 大 规 模 的 统 一 战 争 始 于 前 2 3 0 年 ， 采 取 的 是 各 个 击 破 的 战 略 ， 1 0 年 间 先 后 灭 掉 韩 、 赵 、 魏 、 楚 、 燕 、 齐 六 国 。 前 2 2 1 年 ， 完 成 了 秦 统 一 ， 都 咸
阳 ， 建 立 起 我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个 统 一 的 中 央 集 权 的 封 建 国 家 。 这 是 旷 古 未 有 的 伟 大 创 举 ， 对 我 国 历 史 发 展 具 有 极 其 深 远 的 影 响 。 同 学 们 分 析 一 下 ， 秦 的 统
一 有 什 么 历 史 意 义 ？



● 3.秦统一的历史意义

● ①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都发生了极大变革，
经济发展要“四海之内若一家”，但割据混战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强盛，秦始皇完成统一，结束数百年来诸侯
割据的局面，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也出现过暂时的割据
状态，但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②秦的统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秦秋战国以来数百年的战争，不仅
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而且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各族人民迫切要求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秦的统一，
客观上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

● 推动秦统一历史进程的主力是人民群众。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在完成统一中所起的
一定作用，也应给予充分肯定。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
来。”（看70页引文）就是诗人对秦王之雄才大略和统一业绩的颂扬。秦灭六国，不言平定四海而用扫“六
合”，包括天地四方而言，更有力地渲染了秦王平定天下的雄风。“虎视何雄哉”形容其雄姿勃勃何等威武。

● 秦灭六国是在军事上完成了统一。但要巩固秦的统一，任务还很艰巨。统一后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建立什么样
的政治体制？嬴政吸取历史教训，防止诸侯割据，废除分封，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治制度，建立了专制
集权统治。



二、专制集权统治的建立
● 什 么 是 专 制 集 权 统 治 ？

● 它 是 我 国 封 建 社 会 自 秦 开 创 ， 历 代 封 建 王 朝 基 本 沿 袭 下 来 的 政 治 体 制 。 “ 专 制 ” 是 指 君 主 专 制 ， 皇 帝 独 裁 ， 造 成 皇 权 的 绝 对 权 威 。 “ 集 权 ” 是 指 中 央 集 权 ， 体 现 在 中 央 与 地 方 的 关 系
当 中 ， 即 中 央 政 府 为 有 效 管 理 地 方 ， 维 护 国 家 的 统 一 与 安 全 ， 而 建 立 的 中 央 对 地 方 政 区 管 辖 的 行 政 制 度 。 统 一 后 的 秦 朝 政 治 体 制 就 是 顺 着 这 两 条 线 向 前 发 展 的 。

● 1 . 最 高 统 治 者 称 皇 帝

● 夏 商 周 三 代 的 国 君 称 什 么 ？

● 秦 统 一 后 ， 嬴 政 以 为 “ 王 ” 的 称 号 已 不 足 显 其 尊 贵 。 于 是 令 大 臣 “ 议 帝 号 ” 。 李 斯 等 认 为 秦 王 的 功 业 是 古 代 帝 王 不 能 相 比 的 ， 应 改 用 最 尊 贵 的 名 号 。 嬴 政 “ 自 以 为 德 兼 三 皇 ， 功 过 五
帝 。 乃 更 号 曰 ‘ 皇 帝 ’ … … 朕 为 始 皇 帝 ， 后 世 以 计 数 ， 二 世 、 三 世 至 于 万 世 ， 传 之 无 穷 。 ” 皇 帝 自 称 为 “ 朕 ” ， 命 令 叫 作 “ 制 ” 和 “ 诏 ” ， 臣 民 对 皇 帝 称 “ 陛 下 ” 等 ， 成 为 专 用 的 文
字 。 皇 帝 总 揽 全 国 军 政 大 权 ， “ 天 下 事 无 大 小 皆 决 于 上 ” ， 是 国 家 的 最 高 统 治 者 。 从 秦 始 皇 起 ， 我 们 封 建 社 会 以 皇 权 为 核 心 的 专 制 集 权 制 度 建 立 起 来 。 （ 可 结 合 解 释 秦 始 皇 画 像 ）

● 2 . 中 央 设 丞 相 、 太 尉 、 御 史 大 夫

● 中 央 政 府 设 丞 相 、 太 尉 、 御 史 大 夫 。 ① 丞 相 “ 掌 丞 天 子 ， 助 理 万 理 ” ， 为 最 高 行 政 长 官 ， 百 官 之 首 ， 辅 助 皇 帝 处 理 军 国 政 务 。 职 责 广 泛 ， 对 国 家 事 务 有 实 际 责 任 。 ② 太 尉 是 最 高 军 事
长 官 。 由 于 军 权 的 重 要 ， 秦 始 皇 虽 设 太 尉 ， 但 未 曾 委 伍 ， 实 际 军 权 仍 握 在 皇 帝 手 里 。 ③ 御 史 大 夫 ， 战 国 时 ， 多 称 御 史 。 秦 时 相 当 副 丞 相 ， 职 责 “ 典 正 法 度 ” ， 监 察 百 官 ， 对 司 法 机 关
行 监 督 之 责 等 。 三 者 是 秦 中 央 政 府 的 最 高 官 员 ， 构 成 对 全 国 发 号 施 令 的 总 枢 纽 。

● 3 . 地 方 ： 郡 县 两 级 制

● 什 么 是 地 方 ？

● 是 指 国 家 为 进 行 分 级 管 理 而 划 分 的 行 政 区 划 。 周 灭 商 后 ， 实 行 分 封 诸 侯 国 ， 具 有 地 方 政 区 的 属 性 ， 但 封 国 在 政 治 、 经 济 和 军 事 上 都 具 有 很 大 的 独 立 性 ， 从 政 权 体 制 上 看 是 地 方 分 权 制
的 国 家 。 秦 统 一 后 ， 废 除 分 封 实 行 郡 县 两 级 制 ， 是 中 央 集 权 下 的 统 一 ， 这 是 中 国 地 方 政 区 制 度 上 一 个 划 时 代 的 改 革 。 ① 郡 的 建 置 ， 秦 初 分 天 下 为 3 6 郡 。 后 又 陆 续 增 建 、 发 展 到 4 0 多
郡 。 郡 设 守 、 尉 、 监 三 长 官 。 ② 郡 下 设 若 干 县 。 县 数 已 不 可 确 考 ， 据 推 测 ， 秦 时 全 国 所 置 县 数 当 在 1 0 0 0 个 左 右 。 县 置 令 （ 长 ） 、 尉 、 丞 等 。 中 央 对 地 方 的 治 理 ， 形 成 一 整 套 中 央 集
权 国 家 的 统 治 制 度 。 郡 县 制 在 我 国 被 长 期 沿 用 下 来 ， 影 响 十 分 深 远 。 专 制 集 权 统 治 的 确 立 ， 秦 始 皇 日 理 万 机 ， 每 天 要 阅 读 大 量 奏 章 。 秦 时 的 文 书 是 简 ， 他 审 阅 “ 以 衡 石 量 书 ， 日 夜 有
程 ， 不 中 程 不 得 休 息 ” 。 秦 一 石 是 1 2 0 斤 （ 合 今 约 5 0 多 斤 ） ， 他 日 夜 都 有 进 度 ， 读 不 完 是 不 能 休 息 的 。

● 秦 中 央 集 权 制 度 的 建 立 ， 是 从 政 治 上 巩 固 了 统 一 。 但 战 国 以 来 ， 各 国 文 字 、 货 币 、 度 量 衡 各 不 相 同 ， 相 当 混 乱 ， 这 不 仅 对 经 济 、 文 化 的 发 展 和 交 流 造 成 极 大 不 便 ， 还 影 响 到 国 家 政 治
上 统 一 的 巩 固 。 （ 看 7 1 页 文 字 货 币 图 ）



三、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 1 . 统 一 文 字 。 文 字 是 人 类 最 重 要 的 交 际 工 具 。 战 国 时 文 字 已 广 泛 应 用 ， 在 长 期 的 演 变 和 应 用 中 ， 各 地 区 “ 言 语 异 声 ， 文 字 异 形 ” 。 同 学 们 看 一 个 “ 马 ”
字 ， 七 国 各 异 ， 发 音 也 一 定 不 同 。 秦 统 一 后 文 字 不 统 一 会 有 什 么 影 响 ？ （ 生 ： 略 ） 主 要 是 不 利 于 秦 统 一 的 巩 固 ， 不 利 于 各 地 经 济 文 化 的 交 流 。 秦 始 皇 决
定 统 一 文 字 ， 是 为 巩 固 统 一 ， 在 文 化 方 面 采 取 的 重 大 措 施 。 他 命 李 斯 等 人 进 行 文 字 整 理 ， “ 罢 其 不 与 秦 文 合 者 ” ， 把 原 来 的 大 篆 简 化 为 小 篆 （ 板 书 篆 字 ，
图 示 ） ， 编 写 成 学 童 的 识 字 课 本 ， 发 到 全 国 作 为 范 本 ， 使 文 字 划 一 。 后 来 又 简 化 字 体 ， 采 用 狱 吏 程 邈 把 小 篆 圆 转 笔 画 变 成 方 折 的 字 体 ， 便 于 书 写 ， 这 就
是 “ 隶 书 ” 。 （ 图 示 ） 秦 以 小 篆 作 为 标 准 文 字 ， 用 于 官 方 文 书 法 令 ， 以 隶 书 作 为 日 用 文 字 在 全 国 范 围 的 推 广 。 到 西 汉 时 ， 隶 书 便 成 了 通 行 全 国 的 文 字 。
文 字 的 统 一 ， 这 是 华 夏 文 化 的 重 大 发 展 ， 它 对 于 文 化 的 传 播 具 有 积 极 意 义 ， 对 我 国 文 化 艺 术 的 发 展 也 很 有 影 响 。

● 2 . 战 国 时 货 币 非 常 复 杂 ， 形 状 大 小 、 轻 重 、 计 算 单 位 都 不 相 同 。 基 本 币 制 是 四 大 类 （ 看 7 1 页 货 币 图 ） 。 流 通 燕 、 赵 、 齐 等 国 的 是 各 种 “ 刀 币 ” ； 流 通 魏 、
赵 、 韩 等 国 的 是 形 状 像 铲 的 各 种 “ 布 币 ” ； 流 通 楚 的 是 铜 贝 ， 也 叫 “ 蚁 鼻 钱 ” 、 “ 鬼 脸 钱 ” ； 流 通 秦 、 周 等 地 的 是 “ 圆 钱 ” ， 也 叫 “ 环 钱 ” 。 秦 统 一 后 ，
这 样 多 的 货 币 种 类 怎 么 能 流 通 ， 秦 统 一 货 币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次 币 制 改 革 ， 规 定 废 除 各 国 旧 币 ， 将 货 币 分 二 等 ， 以 黄 金 为 上 币 ， 用 镒 （ y ì ） 为 单 位 ； 圆
形 方 孔 铜 钱 为 下 币 ， 以 “ 半 两 ” 为 单 位 ， 作 为 统 一 的 货 币 通 行 全 国 ， 给 当 时 的 商 品 交 换 以 很 大 方 便 。 虽 然 对 这 种 币 制 的 统 一 不 能 估 计 过 高 ， 但 这 种 外 圆
内 方 的 铜 钱 在 我 国 有 深 远 影 响 。

● 3 . 统 一 度 量 衡 。 什 么 是 度 量 衡 ？ （ 看 课 文 注 释 ） 秦 统 一 前 ， 各 地 的 度 量 衡 相 当 混 乱 ， 除 私 家 和 公 家 有 不 同 的 标 准 外 ， 各 国 都 不 一 致 。 秦 统 一 后 ， 计 量 混
乱 给 产 品 交 换 、 赋 税 计 算 带 来 很 大 不 便 。 秦 统 一 后 颁 布 诏 书 ： “ 初 并 天 下 ， 一 法 度 衡 石 丈 尺 。 ” 制 作 了 统 一 的 标 准 器 颁 发 到 全 国 各 地 ， 使 计 量 标 准 划 一 。
秦 律 中 还 规 定 了 量 器 误 差 限 度 ， 超 过 限 度 要 处 罚 ， 实 现 了 中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次 度 量 衡 制 度 的 统 一 。

● 秦 统 一 文 字 、 货 币 、 度 量 衡 有 什 么 历 史 意 义 呢 ？

● 一 是 实 行 一 系 列 经 济 文 化 统 一 措 施 ， 有 利 于 巩 固 秦 朝 政 治 的 统 一 ， 其 进 步 作 用 对 后 世 也 有 深 远 的 影 响 ； 二 是 这 是 重 大 改 革 ， 有 利 于 经 济 文 化 的 发 展 和 交
流 。



四、焚书坑儒

● 秦 始 皇 完 成 统 一 后 不 久 ， 出 现 了 两 起 重 大 历 史 事 件 ， 这 就 是 “ 焚 书 ” 和 “ 坑 儒 ” 。 这 场 斗 争 是 围 绕 着 怎 样 巩 固 统 一 和 维 护 专 制 集 权 统 治 ， 在 政 治 思 想 文
化 上 展 开 的 。

● 什 么 是 “ 焚 书 ” ？

● 前 2 1 3 年 ， 咸 阳 宫 举 行 盛 大 宴 会 ， 博 士 官 周 青 臣 颂 扬 秦 始 皇 完 成 统 一 大 业 ， 推 行 郡 县 制 的 功 德 。 而 博 士 官 淳 于 越 则 持 不 同 意 见 ， 说 ： “ 商 周 的 王 位 传 了
一 千 多 年 ， 是 由 于 分 封 子 弟 功 臣 作 为 自 己 的 辅 佐 。 现 在 陛 下 据 有 海 内 之 地 ， 而 子 弟 成 为 匹 夫 ， 如 果 有 臣 属 起 来 篡 权 ， 没 有 辅 佐 怎 能 相 救 呢 ？ 事 不 师 古 而
能 长 久 者 ， 非 所 闻 也 ” 秦 始 皇 把 这 种 意 见 交 郡 臣 朝 议 。 丞 相 李 斯 反 驳 说 ： “ 五 帝 不 相 复 ， 三 代 不 相 袭 ， 各 以 治 。 非 其 相 反 ， 时 变 异 也 。 … … 今 诸 生 不 师
今 而 学 古 ， 以 非 当 世 ， 惑 乱 黔 首 （ 百 姓 ） 。 ” 建 议 下 令 焚 书 ， 除 《 秦 纪 》 、 医 药 、 卜 筮 、 种 植 之 类 书 外 ， 其 他 诗 书 百 家 语 等 ， 限 3 0 天 内 交 官 府 烧 毁 ， 逾
期 不 交 ， 治 罪 论 处 。 秦 始 皇 采 纳 了 李 斯 的 建 议 。 这 就 是 历 史 上 的 “ 焚 书 ” 。

● 为 什 么 要 “ 坑 儒 ” ？ 事 情 发 生 在 焚 书 后 的 第 二 年 。 起 因 是 两 个 方 士 卢 生 和 侯 生 自 称 能 为 秦 始 皇 求 长 生 不 老 的 仙 药 ， 秦 始 皇 命 他 们 求 仙 药 ， 所 费 钜 万 ， 而
仙 药 不 得 ， 他 们 逃 之 夭 夭 ， 还 散 布 秦 始 皇 的 坏 话 “ 天 性 刚 戾 自 用 ， 贪 于 权 势 ” 等 。 秦 始 皇 闻 后 大 怒 ， 命 御 史 追 查 ， 结 果 相 互 告 发 ， 以 诽 谤 罪 将 4 6 0 余 人
在 咸 阳 坑 杀 。 这 就 是 历 史 上 的 “ 坑 儒 ” 。 究 竟 其 中 有 多 少 方 士 、 多 少 儒 生 也 说 不 清 楚 。

● “ 焚 书 坑 儒 ” 这 是 见 于 史 书 记 载 的 ， 但 这 桩 公 案 ， 竟 争 论 了 2 0 0 0 多 年 。 请 思 考 一 下 ， 我 们 怎 样 评 价 焚 书 坑 儒 呢 ？

● 我 们 认 为 ：

● 一 、 秦 始 皇 完 成 统 一 后 ， 从 政 治 制 度 到 经 济 文 化 措 施 的 统 一 ， 是 具 有 进 步 意 义 的 。 但 当 时 旧 的 思 想 意 识 ， 分 邦 建 国 的 传 统 仍 具 有 巨 大 的 历 史 惯 性 ， 反 映
了 社 会 保 守 势 力 还 有 广 泛 市 场 ， 镇 压 敌 对 势 力 ， 加 强 思 想 控 制 以 维 护 秦 的 统 一 和 专 制 集 权 统 治 ， 则 势 在 必 行 ；

● 二 、 秦 始 皇 采 用 焚 书 坑 儒 ， 极 其 粗 暴 野 蛮 地 破 坏 文 化 的 手 段 ， 来 维 护 他 至 高 无 上 的 权 威 ， 给 我 国 古 代 文 化 造 成 莫 大 的 损 失 。



巩固小结和布置作业

● 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和为巩固统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所起的进步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教材中的大字部分都是最主要的历史知识，
要求同学们掌握。运用对比的方法对秦统一及各项措施的进步意义，要理解并提高认识和分析问
题的能力。因为秦统一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大事，本来给秦朝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良好机会和充
分条件，但是并没有得到发挥和利用，竟然二世而亡，这是为什么？下节课学习的时候会给我们
什么启示呢？

● 布置作业:

● ①秦统一的年代及历史意义？

● ②秦始皇的政策措施中，有哪些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