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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

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

中外历史纲要（上）

1.秦为什么能够实现统一？

2.秦是如何实现统一的？

3.秦的统一有何意义？

4.秦统一全国以后如何治理？

5.秦为什么最终“二世而亡”？



秦顺应历史发展的
潮流，建立起统一
的中央集权国家。

——《中外历史纲要》上

秦朝的

统一 1.统一的原因
2.统一的过程
3.统一的意义



“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
， 。”

——《吕氏春秋》

原因一

长期战乱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人民渴望安定统一。



各地域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政治分裂所带来的阻碍。

原因二

经济发展的要求



秦国两大水利工程：

郑国渠：
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

以富强，萃并诸侯。
——《史记·河渠书》

都江堰：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

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华阳国志》

地理位置优越，物质基础雄厚

原因三

（秦）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

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

——《荀子•强国篇》



原因四 秦始皇的雄才大略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死，十三岁的秦王嬴政即位。

●公元前237年，嬴政亲政，嫪毐（lào ǎi）政变被屠、幽禁赵太后。

●公元前236年，嬴政罢免吕不韦相位。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

●公元前228年，秦灭赵。

●公元前225年，秦灭魏。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秦灭燕、代。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统一六国。



商鞅变法 主要内容 作用

政治

经济

社会

奖励军功，限制贵族

推行县制，君主任免

官僚政治

中央集权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废除井田，授田百姓

小农经济

土地私有

大家庭拆散为小家庭

什伍连坐，互相纠察

户籍管理

增加赋税

原因五 商鞅变法秦实行法治，奖励
耕战，国家日益强盛

“夫商君为孝公

平权衡，正度量，调

轻重，决裂阡陌，教

民耕战，是以兵动而

地广，兵休而国富，

故秦无敌于天下，立

威诸侯。”

——《史记》



客观条件：

①经济基础：各地域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政治分裂所带来的阻碍；

②政治基础：长期的兼并战争实现了局部统一；

③群众基础：长期战乱使人民渴望统一；

④民族基础：春秋战国以来各族人民初步融合，有利于统一。

主观条件：

①商鞅变法极大提升了秦国的实力，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②秦王嬴政雄才大略，广揽人才，制定正确的统一方针。

③地理位置优越，物质基础雄厚

1.统一的原因



韩-赵-魏-楚-燕-齐（喊赵薇去演戏）

统一过程 1、秦灭六国

笼络燕齐，
稳住魏楚，
消灭韩赵，
远交近攻。

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思考：

面对辽阔的疆域，秦朝采用了怎样的

统治措施？

2.拓展疆域

西
到
陇
西

东
至
东
海

北抵长城

南濒南海

北方：北击匈奴，夺河
套，修长城，筑直道

南方：南平百越，修灵
渠，置郡县

西南：开辟“五尺道”，
辖管西南夷



秦顺应历史发展的
潮流，建立起统一
的中央集权国家。

——《中外历史纲要》上

秦朝的

治理 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给秦朝带来怎样的
教训，统一六国后，面对广袤的领土，该
如何治理？

王室衰微 应加强中央权力

诸侯争霸 应限制地方权力

得天下 守天下 ？



3.巩固统一

（1）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是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

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其主要

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

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

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

独断性和随意性。

专制主义
是相对于地方分权

而言的，其特点是地方

政府在政治、经济、军

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

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

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

中央集权

皇权与相权 中央与地方
专制主义是决策方式

中央集权是管理形式



皇帝制度

三公九卿制度

郡县制度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



根源

(1)  经济根源：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有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

(2)  政治根源：新兴地主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

(3)  社会根源：吸取分封制的教训，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

(4)  思想根源：法家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韩非子的中央集权政治理论）



① “皇帝”称号的确立

我统一天下
德盖三皇
功过五帝

嬴政自称“始皇帝”，史称秦始皇
皇帝对国家事务拥有至高无上的决定
权。

3、内容

(1) “皇帝”制度-权力中心

皇帝制度有何特点？

材料一：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
乃更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

——《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

材料二：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
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三：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
万世，传之无穷。”

——《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

皇帝独尊

皇权至上

皇位世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