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第10课 秦末农民大起义



壹 秦 的 暴 政



一、秦的暴政

民  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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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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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好大喜功，急于求成，
统治暴虐。



一、秦的暴政

表现：

材料一：秦朝的赋税主要有田赋（土地税）、
口赋（人口税），口赋每人1千钱，除此之外，
还要缴纳牲畜、桑麻、等杂税，这些赋税占农
民收入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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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秦法律规定,男子17岁就需要到官府
登记户籍,从此开始服徭役，直到60岁才能免
除。据估计,秦始皇大兴土木，宫殿就有700余
座,阿房宫，骊山陵，长城等大工程,当时全国
人口有2000万,每年征调服役不下300万人。

北筑长城
征调40万

征伐南方50余
万

     修建骊山、
   阿房宫70余万

修驰道，运
粮饷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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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的暴政

表现：

材料三：秦朝时，走在街上你会看到有的人脸
上刺有字，有的人没有鼻子,有的人只有一只
脚……在市场上,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鞋
子没人买,拐杖却是抢手货。秦朝死刑：坑杀，
腰斩，车裂，活埋等。

③③法律严苛法律严苛        

刑罚残酷刑罚残酷

材料四：
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
缺焉。——《史记·儒林列传》
②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诗书弃市......所不去者,医药、卜筮、
种树之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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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的暴政

表现：

材料五：
①秦二世下令将秦始皇无子嫔妃全部陪葬；把
修骊山陵墓的工匠全部活埋；诛杀兄弟，姊妹
22人；杀蒙恬等大臣不计其数；不断增加赋税
和徭役。

②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lù]死（先羞
辱后斩杀）咸阳市,十公主磔[zhé]（肢解分尸）
死于杜。     

                  ——《史记·李斯列传》
③赋敛愈重，戍徭无已。

——《史记·李斯列传》

⑤⑤秦二世统治秦二世统治

更加残暴更加残暴



贰 陈胜、吴广起义



二、陈胜、吴广起义

1、时间：

2、地点：

3、人物：

公元前209年

大泽乡

陈胜、吴广

4、口号： 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

材料一：二世元年七月（公元前209年），发

闾左适戍渔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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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

材料二：陈胜曰:“天下苦秦（秦的残暴统治）

久矣……”

  ——《史记·陈涉世家》   

5、直接原因：

6、根本原因：

遇雨误期

秦的暴政

7、地位： 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农民大起义



二、陈胜、吴广起义

2、起义过程： 大泽乡起义

攻占陈县，陈胜称王，建立张楚政权

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不断壮大

主力向西进攻，直逼咸阳

秦二世调集大军反击，起义军失败

余部加入其他反秦队伍继续战斗

成语：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二、陈胜、吴广起义
3、意义：

陈涉（陈胜）虽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
        由陈涉（陈胜）首事也。             ——司马迁

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
        的大小起义。            ——范文澜《中国通史》

①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

②沉重打击了秦朝的残暴统治。

③鼓舞了后世农民阶级反抗封建残暴统治的斗争。

④显示出革命首创精神和敢于反抗、追求平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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