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一后的秦王朝只
存在了十几年时间
，秦的速亡与秦的
暴政有着不可分割
的关系。

——《中外历史纲要》上

秦朝的

暴政

秦完成统一后实行了哪些残暴统治,

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暴政下的惨状

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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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封禅

“我家有三子：

老大修长城,

多年未相逢；

老二戍边关，

至今未归还；

老三忙耕田，

租税沉甸甸；

饭菜不得饱，

一家难团圆；

敢怒不敢言，

惟恐遭劫难。”

1.秦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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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刑罚：

死刑

枭首：斩首后，将其首级悬木示众

弃市：在闹市当众处死

斩：分砍头和腰斩两种

车裂：五马分尸

定杀：即将犯人投入水中淹死

生埋：又称活埋或坑杀

绞：用绳子将犯人勒死

肉刑

黥刑：也叫墨刑，是在犯人脸上刺字

劓刑：割去犯人的鼻子

刖刑：斩去犯人的左右脚，或左右趾。

一人有罪，灭绝其宗族。族刑有时株
连到父族、母族、妻族。

连坐

连坐：一人有罪，全家、邻里或有关之
人同受刑罚。

族诛

抽胁：可能是指抽筋拔骨

铁桎

束颈的铁钳



焚书坑儒
为了钳制思想，秦始皇接受李斯的

建议，下令天下将非秦国历史的史书，
非博士所掌管的《诗》《书》等诸子百
家语，全部交给官府焚毁。只有医药、
卜筮、种树之书不在其列。先秦以来的
许多珍贵文献毁于一旦。

秦始皇以“或为妖言以乱黔首”罪
名，将 460 余名儒生方士坑杀。这就
是著名的“焚书坑儒”。

积极：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利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维护秦朝的统一；
消极：
⑵实质:是一种思想文化专制政策；
⑶是对先秦思想文化成就的粗暴否定和一场文化浩劫;
⑷文化成为政治权利的附庸，文化氛围死气沉沉，儒学的发展因此进入低潮；
⑸其限制了思想学术的自由发展，摧残了人才，阻碍了社会进步和发展。



壮士不死则死，死即举大
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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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无道，诛暴秦”

“伐无道，诛暴秦”

秦末农民起义和秦的灭亡



1.秦末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

公元前209年，在大泽乡遇雨受阻。

不能如期赶到戍地将被处死，在陈

胜、吴广领导下“斩木为兵，揭竿

为旗”，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农民大起义，陈胜自立为王，号为

“张楚”。天下云集响应，迅速蔓

延。陈胜不久失败。

地位



陈胜、吴广起义的意义

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②沉重打击了秦朝统治，揭开反秦农民起义的序幕。

③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鼓舞了后世千百万劳动人民

起来反抗残暴的统治。



咸阳咸阳

2. 楚汉战争

（1）秦朝灭亡后，

刘邦和项羽展开

了四年的楚汉之

争，楚汉之争不

属于农民起义。

（2）楚汉之争中，

刘邦获胜。公元

前202年，定都

长安，建立汉朝，

史称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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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速亡——楚汉之争

项羽死前叹道：“天亡我也，
非战之罪也。”请结合刘邦、
项羽入咸阳后的做法谈谈你的
认识？

广纳人才，势力壮大。

进入咸阳，放纵部下

烧杀抢掠，失民心。
进驻咸阳，废除秦法，

“约法三章”，得民心。

刘邦 项羽

刚愎自用，众叛亲离，
依赖武力，实力削弱。

取得胜利，建立汉朝。 最终失败，乌江自刎。

得民心者，得天下！



秦速亡的原因

①秦朝的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根本原因）；

②秦朝缺乏治理统一大国的经验；

③对东方六国旧势力缺乏有效的融合和控制；

④陈胜吴广起义和反秦势力的壮大（直接原因）。



如何评价秦始皇？

功绩

（1）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灭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央集权

制度；

（2）他还统一了文字、货币、车轨、度量衡，筑长城，修灵渠等，巩固

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3）使秦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过失

（1）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的方式巩固政权，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

；

（2）其实施暴政、刑罚残酷等，这些都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最终

导致秦朝的灭亡。



积极：

消极：

（2）对后世：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为历代封建
王朝所沿用。

(1) 对祖国疆域的初步奠定、国家的统一，以及形成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华

民族，都起了重大作用。

（1）皇帝专制独裁，容易导致暴政，激发阶级矛盾，破坏生产力。

（3）明清之前基本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

（2）封建社会后期，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 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