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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三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主题要素概览

梳理教材 突破考点

真题再现 精抓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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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联系

中国

（1）政治：封建社会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
（2）经济：封建经济初步发展，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
（3）思想文化：由焚书坑儒到尊崇儒术，把儒家学说立为正统思想。
（4）对外交流：丝绸之路开通并成为东西方往来的大动脉；海上丝绸之路
形成

世界
（1）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的霸主。公元前27年，
罗马进入帝国时代。
（2）1世纪，基督教兴起于巴勒斯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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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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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教材 突破考点
                    秦灭六国 建立中央集权制度 巩固统一的措施 ·国家统一 ·中央

集权 热门问题

2022版课标：通过了解秦朝统一，知道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

【常考角度】秦朝统一中国的原因、过程、意义。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秦巩固

统一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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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灭六国（七上P44）

背景
各诸侯国人民希望结束战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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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嬴政为灭亡六国进行了充分
的准备，他招募人才，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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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灭六国（七上P44）

过程

公元前230年，秦
国开始统一六国
的战争，先后攻
灭韩、赵、魏、
楚、燕、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时空观念】结合地图，感知秦灭六国的大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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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灭六国（七上P44）
结果 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统一大业，建立秦朝，定都咸阳

意义
秦的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征战混乱的局面，建立起我国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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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中央集权制度（七上P45~46）

目的 应国家统一的需要，加强对全国的统治

内容

皇帝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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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军政大权。
中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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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机构：建立由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制。郡县的长官都由朝廷直接任
免。县以下又设乡、亭、里等基层社会组织。开创了此后我国历代王朝地
方行政的基本模式

意义
使国家的一切权力都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奠定了后世政治制度的框架，
对以后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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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统一的措施（七上P46~48）

措施内容 影响

思想
文化

统一文字，小篆
作为通用文字颁
行全国

这使政令能够在全国各地顺利推行，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与
发展

经济
统一货币

改变了以往币制混乱的状况，这有利于国家对经济的管
理，促进各地经济的交流

统一度量衡 便利了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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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统一的措施（七上P46~48）

交通
车同轨，修驰
道、直道，开凿

灵渠

使秦朝的陆路交通四通八达；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把长
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起来，便利了岭南地区和中原人
民的交流

军事

统一岭南和东南
沿海地区

巩固了边防和国家安全，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和发展

派蒙恬北击匈奴

修筑西起临洮，
东到辽东的“万
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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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精选·图文学史
材料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派兵统一了岭南及

东南沿海地区，设置桂林、南海、象等郡。他

还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夺回被匈奴占领的地

区。秦朝在原有北方诸侯国长城的基础上，修

筑了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长城，这就是举世

闻名的“万里长城”。秦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和

经营，使其管辖的范围大为拓展。秦朝疆域广

大，东至东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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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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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观念】

（1）结合地图，观察秦朝疆域的范围，说说其都城所在和疆域四至。

[答案] 都城：咸阳。

四至：东至东海，西到陇西，北至长城一带，南达南海。

（2）找到灵渠的位置，指出灵渠连接的河流。

[答案] 湘江和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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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了我国历史的新局面，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的形成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自此，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

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坚决维护国家统一，

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国家的行为。

【易错点拨】

    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制度。专制就是君主专制、皇帝独裁，形成皇帝的绝对权

威；集权指中央集权，体现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就是中央政府为有效管理地方、

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全而建立的行政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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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的暴政 陈胜、吴广起义 秦的灭亡    ·民心 ·人民 热门问题

2022版课标：了解陈胜、吴广等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

【常考角度】秦末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秦朝的灭亡。

秦的暴政（P50~51）

特点 秦始皇的统治具有急于求成和暴虐的特点

表现
对农民征收沉重的赋税，大规模地征调民力服徭役和兵役；秦朝实行的法律
非常严苛，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的统治更加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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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吴广起义（P51~52）

原因
根本原因：秦的暴政

直接原因：遇雨，戍守误期，按律当斩

地位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

经过
公元前209年，陈胜和吴广在大泽乡举起反抗的旗帜。在陈县建立了“张楚”
政权，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在秦军的强大攻势下，最终失败

发展
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项羽、刘邦领导军队分别对秦军作战。项羽在巨鹿
之战中以少胜多，歼灭秦军主力。刘邦抓住时机，率军直抵秦都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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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灭亡（P52）

灭亡
时间

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

灭亡
原因

推行暴政，失去民心，阶级矛盾激化；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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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错点拨】

    陈胜、吴广起义并没有直接推翻秦朝的统治，但沉重打击了其统治；公元前

207年，刘邦等起义军推翻了秦朝的统治。

【拓展延伸】

    统治者要注意缓和与人民的矛盾，得民心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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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汉之争与西汉的建立 汉高祖的休养生息政策 “文景之治” 

·民生 ·人民 热门问题

2022版课标：通过了解休养生息政策、“文景之治”，知道西汉从建立之初的社会残

破到国力强盛的变化及原因。

【常考角度】西汉的建立。休养生息政策。“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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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之争与西汉的建立（P52~54）

楚汉 之争
概况

秦朝灭亡后，刘邦和项羽为争夺帝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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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率军队将项羽及其部下包围在
垓下，项羽兵败自刎，刘邦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实质 统治集团内部争夺帝位之战

西汉的建立
建立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
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需解决首
要问题

如何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巩固新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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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的休养生息政策（P55）

背景
西汉建立之初，社会生产破坏严重，到处是残破荒凉的景象；吸
取秦朝因暴政而亡的教训

目的 巩固政权和稳定社会局势

措施
让士兵还乡务农，将奴婢释放为平民，以增加农业劳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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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皆罢归家”；释放奴婢；鼓励农业生产；轻徭薄赋）

作用 使汉初的经济逐渐得以恢复和发展，社会局势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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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七上P55~56）

概况
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继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政治清明，经济
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国力增强，史称“文景之治”

措施
注重农业生产，提倡以农为本；减轻赋税和徭役；重视“以德化
民”，废除了一些严刑峻法；提倡勤俭治国，反对奢侈浮华

影响
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进一步巩固了统治，为汉
朝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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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统王朝的巩固                  ·大一统 ·强盛 热门问题

2022版课标：通过了解西汉“削藩”和尊崇儒术，知道统一多民族国家早期发展的过

程；通过了解汉武帝的大一统，知道国家强盛的变化及原因。

【常考角度】大一统王朝巩固的措施、影响。



返回至目录

主题三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大一统王朝的巩固（七上P57~61）
方面 原因 措施 作用

政治
诸侯王
国对抗
中央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建议，下诏
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可
将封地再次分封给其子弟作为侯国，由
皇帝制定封号。这样，侯国越来越多，
诸侯王的封地和势力越来越小。
    汉武帝随后又找各种借口削爵、夺
地甚至除国

削弱地
方势力

诸侯王从此一蹶
不振，中央大大
加强了对地方的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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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王朝的巩固（七上P57~61）
方面 原因 措施 作用

政治
地方豪
强抗衡
官府

建立刺史制度
削弱地
方势力

诸侯王从此一蹶
不振，中央大大
加强了对地方的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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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王朝的巩固（七上P57~61）
方面 原因 措施 作用

经济

私人铸
币，富
商大贾
控制国
家经济
命脉

注重发展农业生产，重视兴修水利；汉
武帝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
钱，还在全国各地设盐铁官，实行盐、
铁、酒官营、专卖。在全国范围内统一
调配物资，平抑物价，还下令对商人征
收车船税

推动经
济的发
展

这些措施，使国
家的财政状况有
了很大改善，为
汉武帝许多政策
的推行奠定了经
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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