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课
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



战争规模大，且残酷

人民的生活饱受苦难，渴望统一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孟子·梁惠王上》



平原的优势



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

优越的地理位置



秦统一的历史条件

（1）客观条件：战国时期封建经济迅速发展，
各地区经济联系加强；人民渴望统一；大国
兼并小国，局部统一扩大；各民族的交融；
法家理论的提出和运用。

（2）主观条件：商鞅变法后秦国实力增强；
秦国地理位置优越；物质基础雄厚；秦王嬴
政的雄才大略，任用贤人，并为灭六国进行
了充分的准备。



对秦朝北击匈奴和征服南越的认识

 （1）北击匈奴：不仅有力地制止了匈奴对中原的抢掠，而
且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在长期的交往和劳动中，
不少匈奴人南迁中原，促进了民族的交融。控制并开发河套
地区，并使该地区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

 （2）征服南越：通过战争征服了南方越族地区，促进了岭
南地区的开发，将该地区首次纳入了中国的版图；秦始皇控
制了西南云、贵等地的部族，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政治控制。





秦朝中央官制的特点：

 (1)以皇权为中心。

 (2)形式上分权:三公分掌政治、军事及监察大
权,秉承皇帝意旨，总领文武百官。

 (3)充分体现出“家天下”的特点:诸卿中，奉
常、宗正、郎中令等官员是为皇帝私家服务
的。

 (4)不得世袭:秦朝百官由皇帝任免。





郡县制的影响

（1）是中央集权的重要环节；

（2）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
表现；

（3）实现了权利向中央集中。对后世
的地方行政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被
后世所沿用和发展。



对秦始皇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