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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4/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38_514226.htm 第二课 中央集权制度

的建立 教学目标： 基本知识： 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分封制的破

坏，秦帝国的统一，秦朝政治机构的设置，秦朝政治制度的

特征，秦代的地方政权机构体系，秦朝巩固统一的措施，秦

朝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建立的历史影响。 方法能力： 1． 阅

读材料，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并对信息作整理和分析；

2． 对一些问题采取小组讨论的方式，通过学生的团结协作

体验知识的获取和思维的扩大； 3． 多方面收集材料（图书

馆、网络、社区资源库等等）并对材料进行判断、整理和分

析的能力，能够以适当的形式（小论文，图表，ppt演示等）

呈现成果。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认识秦代政治制度高度

集权、严密、残酷的特征，初步理解秦制对我国多民族统一

国家形成的影响，渗透社会转型时期文明进步原则与道义原

则相悖的价值判断标准。 通过了解秦统一帝国的建立和中央

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形成对国家统一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古

代政治文明自豪感和判断力。 教材分析： 本课以秦代政治体

制和官僚系统的建立为核心内容，在整个单元中起到承前启

后的作用，在整个模块中也有相当地位，让学生了解中国中

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初建对于理解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

乃至我国今天的政治体制，是十分必要的。 教学方式： 基本

原则：教师引导和组织下的学生自主学习，采取小组讨论，

情景体验等方式，达到教学目标。 教学实施： 引语：公元



前1046年，周武王建立西周，西周实行分封制，周王称天子

，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在此后近800多年的时间里，兼

并战争不断，周王室威严扫地，最终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历史

人物，他建立了中国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多民族封

建帝国。今天就让我们来回顾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感受 一

．从群雄争霸到国家一统 教师 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第一部分，

思考春秋以来宗法分封制度被破坏的具体表现，（这部分比

较简单，在书上可以直接找到）以及实质原因（这部分答案

应该开放，重在拓宽学生的思维） 归纳：表现：周王求金、

出访诸侯，诸侯擅自分封土地 ，争霸战争不断。（具体内容

在课文小字部分） 原因：诸侯实力逐渐增强，通过兼并战争

，出现了一些势力强大的诸侯国，而周王势力逐渐衰落，丧

失了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兼并战争是弱肉强食的游戏，导

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为了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

发展，一些国家纷纷实行变法，加强军事和经济实力，这其

中最为著名的当数秦国的商鞅变法，它使秦国的国力逐渐增

强，并最终确立了雄霸天下的地位，到公元前221年，秦国已

经相继消灭韩赵魏等六国，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帝国，而最终

完成这一伟业的就是今天我们要学到的秦王嬴政。 二．秦帝

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1．“始皇帝”名称的来历 秦王嬴正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秦始皇，为什么叫“始皇帝”呢？ （引导

学生通过阅读，归纳表述。表述分两层，一是“皇帝”名称

的由来，二是“始”字的用意何在。） 2．秦帝国中央集权

的政治体制 A．基本特征： 归纳：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

手中，皇权至上，实行“家天下”的皇位继承制。 教师引导

学生理解“家天下”的含义，并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来作



类比。（如家族企业）要让学生明白：中央集权只是一种政

治体制形式。 B．中央政府的设置： “三公”：引导学生从

职位名称、职权范围、任用标准、历史意义等方面来归纳。 

“九卿”：让学生初步了解到九卿在三公之下，分工各不相

同，互相牵制，都听命于皇帝。 有两个概念需要探讨：“世

卿世禄制度”，人事任免权之重要性（皇帝能控制官员的重

要手段之一）。百考试题编辑整理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