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建立和巩固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并推行一系列巩

固统一的措施，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然而，秦

朝统治者实行残暴统治，最终被大规模的农民起

义推翻。西汉建立后，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政策，

使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大

一统的局面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东汉统治

后期，政治动荡，中国社会危机严重。两汉时期，

科技与文化都有突出的成就，并开通了“丝绸之

路”，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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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国历史 七年级 上册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

来。”这是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古风》组诗中的诗句，

描述了秦王嬴政灭六国、统一全国的气势。秦是如何灭

掉六国的？统一后的秦朝建立起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又

采取了哪些巩固统一的措施？

第 9 课
秦统一中国

秦灭六国

战国时期的连年战争，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各诸侯国的人民希望结束战乱，过上安定的

生活。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实力超过东方六国，具

备了统一六国的条件。秦王嬴政即位后，为灭亡六

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招募各国的人才，委以重

任，并及时听取建议，积极策划统一大计。

公元前230年，秦国发动强大的攻势，开始了

灭六国、统一全国的战争。秦国的军队势如破竹，

先后攻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公元前221年，

秦国完成统一大业，建立秦朝，定都咸阳。

秦灭六国后，又北进南下，对边疆地区进行开

拓和经营，管辖范围大为拓展。

秦的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争战混乱

的局面，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

封建国家。

想一想：国家统一对

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

济、文化交流有什么好处？

问题思考

嬴政用人，不分籍贯和

出身。如李斯原是楚国小吏，

尉缭原是魏国布衣，都得到

重用。嬴政很欣赏韩非的学

说，为得到这一人才，下令

攻韩，迫使韩王将韩非送往

秦国。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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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够制定并实施流的 秦实观流的原因 :
政策与措施 减少陋隔

①㦷国末年 ,流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促进各地区各⺠族经济⽂化

的交流与发展 趋势

②
③

过程 :

_

_

秦的建⽴

意义: ①
②

( 从秦开始 , 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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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课  秦统一中国 45

确立中央集权制度

秦实现统一后，原来各自为政的政治形态已

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为加强对全国的统治，

秦朝创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

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

权威，总揽全国的一切军政大权。嬴政自称“始皇

帝”，史称“秦始皇”。皇帝之下，设有中央政权

机构，由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统领，分别掌管行

政、军事和监察事务，最后的决断权由皇帝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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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形势图

咸阳 .................. 在今陕西咸阳

陇西郡 .........郡治在今甘肃临洮

勃海 ............................ 今渤海

东海 ............包括今东海和黄海

辽东郡 .........郡治在今辽宁辽阳

临洮 .................. 在今甘肃岷县

南海郡 .........郡治在今广东广州

秦始皇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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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

陇⻄ 陈海

南海

巩固措施 :

↳政治上 :创⽴专制主义中粿权的
国家体制

体制构成

①皇帝制度nvoryrrnre

②中央⾏政 nnrwvrrnnrrnr
制度 nnn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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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国历史 七年级 上册

①	小篆，也叫秦篆，指笔画较简省的篆书，秦朝李斯

等取大篆稍加整理简化而成。后来，社会上又流行

一种更加简易的隶书。

巩固统一的措施

为了适应国家统一的需要，秦始皇大力推行一系列巩

固统一的措施。

战国时，七国的文字书写各异。秦始皇为消除文字

上的差异，命丞相李斯等人统一文字，制定笔画规整的

小篆 ①，作为通用文字颁行全国。文字的统一，使政令

秦朝的政治建制示意图

皇帝

郡（守）

县（令或长）

最高统治者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丞	

相
太	

尉

御
史
大
夫

君
主
专
制

中
央
集
权

在地方上，秦朝进一步废除西周以来实行的分封制，

建立由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制。全国分为36郡，后增至

40多郡，郡的行政长官称郡守；在郡下设县，县的长官

称县令或县长。郡县的长官都由朝廷直接任免。县以下

又设乡、里、亭等基层组织。这样，皇帝和朝廷就牢牢

地控制了全国各地的权力，并把政治、法律、军事、土

地及赋役等制度推向全国。郡县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

我国历代王朝地方行政的基本模式。

秦始皇为表示皇帝的独尊地位，规定皇帝自称“朕”，

皇帝的命令称“制”“诏”，印章称“玺”，其他人都不许用，

对皇帝的名字也要避讳。这些规定被历代王朝沿用。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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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地⽅⾏政制度
mnnninnnnrnre

影响 :0加强了对

地⽅的管理和控 ②

制 , 维护国家流⼀

清眼熟此图
为

E) ⽂化上 : 统⼀⽂字 (⼩篆)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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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课  秦统一中国 47

能够在全国各地顺利推行，也使不同地域的人民能够顺

畅沟通，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秦始皇下令废除六国的货币，以秦国的圆形方孔半两

钱作为统一货币，在全国流通。这就改变了以往币制混乱

的状况，有利于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促进各地经济的交流。

魏赵韩燕楚齐秦

统一文字

统一货币

齐

燕

楚

赵

魏

韩

秦

为改变以前各诸侯国使用的长度、容量和重量标准不

一的状况，秦始皇规定以秦制为基础，统一度量衡制度，

所有度量衡用器由国家统一监制。度量衡的统一，便利了

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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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经济上:
作⽤:

不 统⼀货币
(圆形⽅孔辆钱)

2 统⼀度量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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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国历史 七年级 上册

①	东海，包括现在的东海和黄海。

	 材料研读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

文字。

 —《史记·秦始皇本纪》

ਇʷਇెந中ӊե̀ሠݽᄌࢾ
ࠒଐஷὝᤈ̏ଐஷࠫ国̏דፒʷᄊڍ
ᄊԧ࡙ద̤˦᧘᜶ਓ˧Ὕ

铜量

铜权

越族是我国南方古老

的民族，分布在东南沿海

和珠江流域。秦统一六国

以后，派兵征服越族地区，

在 那 里 设 置 桂 林、 南 海、

象等数郡，迁徙中原 50 万

人，到那里戍守，和越人

杂 居。 为 解 决 运 输 困 难，

秦 始 皇 派 人 开 凿 了 灵 渠，

沟通湘江和漓江，把长江

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起来。

相关史事

秦朝的疆域，东至东海 ①，西到陇西，北至长

城一带，南达南海，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之一。

为加强各地的交通往来，秦始皇下令统一车辆

和道路的宽窄，并修筑贯通全国的道路，使秦朝的

陆路交通四通八达。

秦统一后，秦始皇派兵开凿灵渠，统一岭南及

东南沿海地区。他又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并修筑

长城。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这就是举世闻名

的“万里长城”。

灵渠

灵渠在今广西桂林兴安境内，全长30余千米，是世界

上现存最古老的运河之一，至今仍具有运输和灌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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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 :

①

②

①
②
-1五)军事

-

秦朝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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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课  秦统一中国 49

兵马俑一号坑中气势宏大的军阵

	 知识拓展

ˡˇՐᄊሠݽᄌᬜФᯱί

秦始皇陵的陵冢

秦俑

	 课后活动

�Ὄតඋᣗևయ֗ሠయᄊదТ҄एὊ܍иʾ᛫ᄊቇᄇܫǍ

�Ὄੈ国ࣨրὊՊڡᦐదᒭࣂᄊவᝓǍᥧ˦Ὂߚ上ᄊፒʷࠫǌፃเ֗ӑ
ᄊԧ࡙ద̤˦᧘᜶ᄊͻၹքὝឰេេͿᄊᄺขǍ

项      目 周    朝 秦    朝

最高统治者的称呼 王

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天下共主

统治地方的方式 建立郡县制

/ 秦统一中国 /

在陕西西安临潼东边的骊山北麓，有一座巨

大的陵冢，这就是秦始皇陵。据史书记载，骊山

陵墓里面修建了恢宏的地下宫殿，藏有无数奇珍

异宝。1974 年，考古工作者在陵墓东侧 1 500 米

处发现了巨大的陪葬坑，里面有众多的兵马俑。在三座

大型兵马俑葬坑里，埋葬着约 8 000 件陶制武士俑，还

有上万件兵器，100 余辆木制战车。秦始皇陵兵马俑的

发现，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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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
总揽全国⼀切军政⼤权

分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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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中国历史 七年级 上册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认为他开创的帝业能够世代

相继，传之万世。然而，秦始皇死后仅三年，秦朝就

灭亡了。声名显赫的秦朝为什么如此短命？它是怎样

被推翻的呢？

第 10 课
秦末农民大起义

秦的暴政  

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实行了各项巩固统一

的措施，并创立了郡县制等后世沿用的制度。但他的统治

具有急于求成和暴虐的特点。他对农民征收沉重的赋税，

迫使农民将三分之二的收获物上缴国家。他又连年在全国

大规模地征调民力服徭役和兵役，如修建骊山陵和阿房宫

秦空心砖

    这类空心砖在陕西秦咸阳宫

多处遗址都有出土。其中有的长

100厘米，宽38厘米，厚16.5厘

米。龙纹是秦朝宫殿建筑的一种

主题纹饰，图案中龙与璧，线与

圆，布局和谐美观。

役使70多万人，征伐南方调发了50万士卒，

修筑长城征派了40万人。当时全国人口

约2 000万，而每年服役的成年男子就有

300万。农民阶级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成千上万的农民背井离乡，脱离农业生产，

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秦朝实行的法律非常严苛，民众稍

有不慎即触犯法律，而且是一人犯法，亲

族和邻里都要受到牵连。当时的刑罚极

其残酷，有各种残害肢体的肉刑，单是

死刑就有车裂、腰斩、活埋等1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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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秦的暴政是导致秦天农⺠起义私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

赋税谣没 共设繁重
表现 (2.法律严苛

了 ,秦⼆世统治更加残暴

-

后果 :

nrn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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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课  秦末农民大起义 51

秦始皇死后，继位的秦二世更加

残暴。在埋葬秦始皇时他下令将大量

宫女殉葬，把修建墓室的所有工匠闷

死在墓里。秦二世为巩固帝位，凶残

地杀死自己的兄弟姐妹，任意屠杀文

武大臣。他对民众的剥削更为残酷，

并恣意挥霍，四处巡游，穷奢极欲，

使人民陷入无法生活的境地。

陈胜、吴广起义  

公元前209年，有

900多个农民被征发去

渔阳①戍守长城。他们

走到大泽乡时，遇上大

雨，道路泥泞，无法前

行，不能按期到达。按

照秦律，戍守误期要被

处死。他们当中的领队

人陈胜和吴广认为，与

其送死不如起来反抗，于是杀死押队的军官，对众

人说：我们因遇雨误期，肯定要被杀头；即使去戍

边，大多数人也会死去。“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

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他们的号召下，

大家热烈响应，决心反抗秦朝的残暴统治。他们砍

秦代的刑具

	 材料研读

秦简记载：五人共同盗窃，赃物

在一钱以上，断去左足，并在脸上刺

刻涂墨，判为刑徒。

ᤈʷᝮᣒឭሠ̽ᄊѲขద̤˦
ྲགὝ

陈胜、吴广起义与秦

朝的施政有怎样的关系？

问题思考

①	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

《大泽乡起义》

秦始皇为禁锢人们的思想言论，下令

烧毁民间收藏的诸子百家书籍，仅留下秦

国的史书及医药、种植、占卜之类的书籍。

他又将提出非议的 460 多个儒生和方士全

部活埋。史称“焚书坑儒”。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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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法律⾮常残酷
1⼤泽乡起义 )

概况:

暴政 导致
⼀>起义
《

反抗

直接原因因⼤⾬戍守误期 ,

按津要被处死

根本原因 : 秦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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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国历史 七年级 上册

削树木，做成兵器，举起

反抗的旗帜。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爆发了。

大泽乡起义后，队伍

发展很快。在攻占陈县后，

陈胜称王，建立了“张楚”

政权。各地农民纷纷响应，

起义军不断壮大。陈胜派

主力向西进攻，直逼咸阳。

秦二世紧急调集大军进行

反击。在秦军的强大攻势

下，起义军缺乏后援，最

终失败，吴广、陈胜相继

被部下杀害。

陈胜、吴广起义虽然

失败，但反秦的浪潮并没有因此平息。其中，项羽、

刘邦领导的军队逐渐壮大，分别对秦军作战。项羽骁

勇善战，在巨鹿之战中以少胜多，将秦军的主力歼灭。

刘邦抓住时机，率军直抵秦都咸阳。公元前207年，

秦朝的统治者在起义军的包围下，被迫出城投降。威

名显赫的秦朝，仅存在十几年就灭亡了。

楚汉之争  

秦朝灭亡后，拥有重兵的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

封刘邦为汉王。双方为争夺帝位，展开争战，史称“楚

汉之争”。项羽虽势力强大，却刚愎自用，一味依赖

武力；刘邦注重收揽民心，善用人才，力量逐渐由弱

变强。最终，刘邦的军队将项羽及部下包围在垓下 ①。

项羽兵败，突围后自刎。这场历时四年的战争，刘邦

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①	垓下，位于今安徽灵璧境内。

秦末农民起义形势图

咸阳

渔阳

陈 大泽乡

函谷关

陈胜、吴广起义地点
陈胜、吴广起义军进军方向
起义军根据地及控制地区
响应起义的地区

巨鹿

荥阳

河
勃

海

东

海

水

水

骊山

淮

江
水

秦末农民起义形势图

大泽乡 ........在今安徽宿州

渔阳 ...........在今北京密云

陈 ..............在今河南淮阳

巨鹿 ...........在今河北平乡

咸阳 ...........在今陕西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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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意义⻅ 1753

地注:

结果

vnr 秦(公元前 221年公元前07年

(项⽻以刘邦)

vui

crvw-nnns.hnvu nererrn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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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研读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率军到咸阳后，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

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使得秦人大喜，民心安定。后来刘邦在谈到为何能战胜项

羽时说：张良、萧何和韩信都是人杰，我不如他们，但“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

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ΚెநὊॆጪѶᥨ੍ᑈᮊᏎᄊ᧘᜶ԔڂǍ

	 课后活动

�ὌͿᝣ˞ʾѵሠయᄊଐஷˁሠయᤴ̒దТᐏᄊద̏דὝតښԿΟᄊƿ中ႇþĥÿǍ

行郡县制  □  

统一文字  □  

焚书坑儒  □  

统一货币  □  

修建长城  □  

强征赋税  □  

严刑苛法  □  

开拓交通  □  

修骊山陵  □  

�Ὄਇʷਇᬈᑈǌլࣹᮗᄊᡑ˧ᙊཀྵܿ᠌̀Ὂͮᤈʷᡑ˧ద̤˦历史ਓ˧Ὕ

	 知识拓展
ᆡොᓃ  

公元前207年，在河北巨鹿一带的反秦队伍被30万秦军围攻。危急情况下，身

为次将的项羽杀死了观望拖延的主将，率领两万人前往救援。在渡过漳水后，项羽

命令将士砸掉烧饭的锅，凿沉战船，烧毁营帐，每人只带三天粮食，以示决一死战。

在激战中，起义军的战士勇猛杀敌，以一当十，打得秦军落花流水，最终将秦军主

力歼灭。此后，秦朝再也无力挽回败局。

/ 秦末农民大起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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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重⽤ ⼈才, 善于⽤⼈ , 得到萧河韩琂张良等⼈辅佐
项⽻刚愎⾃⽤ , 不重视⼈才 , 不采纳范增的意⻅ .

i
v

i
v

陈胜吴⼴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次⼤规模的农⺠起义沉重打击 了秦王朝 。

虽然起⼜失败了 ,但地⻔的⾸创精神在我国历史上闪耀
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舞了后世劳动⼈⺠

起来反抗
残暴的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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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祖起丰沛，乘运以跃鳞。手奋三尺剑，西灭无道

秦。”这是唐朝诗人王 所作《咏汉高祖》中的诗句。刘

邦取得全国政权，建立了汉朝。然而，由于多年战乱的

影响，社会面临诸多的困难。对此，汉初的统治者采取

了什么样的政策？又出现了怎样的局面？

第 11 课
西汉建立和“文景之治” 

西汉的建立

刘邦打败了项羽，统一了全国，于公元前202年

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和秦末的战乱，社会生产

遭到严重的破坏。西汉建立之初，到处是残破荒凉

的景象。人民流离失所，人口锐减，大片的田地

荒芜。当时连皇帝的马车也配不齐毛色相同的四

匹马，有些将相出行只能乘牛车，人民得不到温饱。

如何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

巩固新的王朝，成为汉

初统治者面临的首要

问题。	
汉高祖像

“汉并天下”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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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 10调整统治政策能够促进 经济的恢复 与发展

②重视减轻劳动⼈⺠的负担

时间 :公元前 02年

1建⽴者 : 刘邦 (汉⾼祖)

都城 ⻓安 ( 今陕⻄⻄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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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养生息政策

为了巩固政权和稳定社会局势，汉高祖吸取秦

朝因暴政导致速亡的教训，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

他下令“兵皆罢归家”，让士兵还乡务农，并将那

些因战乱、饥荒而成为奴婢的人释放为平民，以增

加农业劳动力。为稳定民心，鼓励人民致力农业生

产，汉高祖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农民的赋税，

相应地减免徭役及兵役。

汉高祖死后，继任的统治者继续实行休养生息

政策，注重农业生产，使汉初的经济逐渐得以恢复

和发展，社会局势稳定下来。

“文景之治”

汉文帝和汉景帝注重农业生产，提倡以农为

本，要求各级官吏关心农桑，并进一步减轻赋税

和徭役，把田赋降到了三十税一。文帝和景帝时期，

重视“以德化民”，废除了一些严刑峻法，如断残

肢体的肉刑。他们还提倡勤俭治国，反对奢侈浮

华。文帝以身作则，在位20多年，生活简朴，宫室、

园林以至车骑都没有增加。

	 材料研读

《汉书·食货志》记载，西汉刚建立时，“民失

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ಪెநὊឭʷឭेᄊᇫ̤̆͘ܫ˦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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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由于秦朝暴政以及多年战乱⻄汉刚建⽴时 ,

⼈⺠流离失所 ,⼤⽚地荒芜 饥荒战乱导致⼈⼝cnn.net#nnh 锐减社会动荡 ,

① 措施:

②

作⽤ :

[中国古代另⼀个治世] 汉⽂帝和汉景帝有位时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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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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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拓展
ၿ  ᠲ  

在中国古代，田赋是农民向国家缴纳的主要赋税。西汉初，汉高祖实行“什五

税一”，即农民将收获物的十五分之一上交国家。与秦代相比，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

这一政策，对恢复农业生产、鼓励开垦荒地等有推动作用。

/ 西汉建立和“文景之治”/

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

定。当时的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国家积累了大量

的钱粮，库存的粮食和铜钱非常充盈。这一时期的

统治局面，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

汉文帝像

汉文帝在历史上以节俭著称。他

刚即位时，有人献千里马，他拒绝接受，

还下诏表明不接受献礼。对修建他的

陵墓，汉文帝要求不许用金、银、铜

等装饰，只可用瓦器。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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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

-

①农业是主要⽣产部⻔ 、当时社会的根本农业收⼊是国家主要财源

②⻄汉初年社会凋敝 的现状。 为保障⼈⺠基本⽣存 。社会安定 ,

须实⾏以农为本的政策 。

①能与⺠休息 ,提⾼⽣产积极性 ,使农出⽣产逐步恢复
② 农⺠能稳定提供赋税瑶设 ,也浞进了其他⾏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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