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电视剧的片头有这样一句话：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
他给了一个民族挺立千秋的自信

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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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汉武帝到底有多厉害？
咱们先来读一首词：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小知识：统一和大一统

不仅是地域上的统一，
更是中央加强在政治、经济、思想
等各方面的统一领导,形成的高度
中央集权的局面。

多指地域的统一。



人教版七年级上册

汉高祖刘邦 汉景帝刘启

   从汉高祖到汉景帝几十年休养生息政策的实行，西汉的经
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汉武帝推进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雄厚的
物质基础。

         为什么在汉武帝时期会出现大一统局面呢？

汉初三位统治者采取了 的政策



第12课 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

         
    阅读教材，概括西汉初年，在政治上、经
济上和思想上面临哪些问题？



郡国制

    刘邦共封了七个异姓王和九个同姓王。他们在王国

内可以任免官吏，自征租赋，自铸钱币，自集军队。



以上材料反映了西汉初期中央面临着什么问题？

材料一  西汉初年中央和封国力量对比

诸侯国势力强大，严重威胁到中央

       材料二
金缕玉衣

七国之乱



材料分析：
（豪强地主） “役财骄益,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
乡曲” 。
                            ——《史记·平准书》

汉武帝的烦恼一【汉武帝的烦恼】

诸侯王势力强大

豪强地主势力膨胀
导致社会秩序混乱



推恩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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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诸侯有四个儿子：

诸侯国土 封土分一次 封土再分



先“削”、后平”

削藩令 七国之乱 平定叛乱

汉武帝

1. 方法相对缓和，不费一兵一卒，达到了
     削弱诸侯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2. 得到封地的诸侯子弟，不仅没有反抗，
     还对皇帝感恩戴德。

与汉景帝相比较，同样是削藩，
汉武帝的“推恩令”妙在何处？



你送来的贺礼太薄，对朕不敬，削你的爵位！

汉武帝找借口削爵，夺地甚至除国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
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
不足为借口而夺爵，被夺爵者达
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

酎金即诸侯贡金以助祭宗庙

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

酎金夺爵



  汉武帝面临着怎样的政治形势？

（1）诸侯王势力强大

①颁布“推恩令”削弱
诸侯王势力
②借口削爵、夺地甚至
除国

（2）豪强地主势力膨胀

设立刺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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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划分为13个监察区，称为“十三”州部
地
方

负责监督地方官员，
并抑制和打击地方豪富。

建立刺史制度



 小结： 汉武帝面临的政治形势

（1）诸侯王势力强大

①颁布“推恩令”削弱
诸侯王势力
②借口削爵、夺地甚至
除国

（2）豪强地主势力膨胀

设立刺史制度

作用：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材料一：统一思想，归本儒家，便是要使全国人
民有一致的信仰，让大家在相同的目标下，致力
于共同的利益，所以统一思想是有其必要的。
                  ——《董仲舒与西汉学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诗》《书》《礼》《易》《春秋》

 太学：汉代出    
 现的设在京师  
 的全国最高教 
 育机构

太
学
讲
经
图

兴办太学，培养儒学人才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2）兴办太学，培养儒学人才

作用：从此儒学居于主导地位，
为历代王朝所推崇，影响深远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的异同点

“焚书坑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相
同
点

目的

实质

不同点

方式和结
果

加强中央集权

文化专制

采用法家思想，
对其他思想粗暴
破坏，加速了秦
朝的灭亡

以儒学为正统思想，
促进了大一统局面的
形成和巩固



经济危机



        夫用贫求富，农不
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
如倚市门……        

——《史记·货殖列传》

商业行为影响到农业发展



经济集权的措施：

1.把铸币权收回中央，统一铸
五铢钱；

2.实行盐铁官营、专卖；

3.统一调配物资，平抑物价；





4.重农抑商，兴修水利，促进农业
发展。

经济集权的措施：

1.把铸币权收回中央，统一铸五铢钱；

2.实行盐铁官营、专卖；

3.统一调配物资，平抑物价；



         汉武帝的措施           影响

 政治
 方面

 思想
 方面

 经济
 方面

   

1.颁布“推恩令”；
2.设立刺史制度。

加强了中央集权，维
护了国家统一，实现
政治上的大一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实现了思想上
的大一统

统一铸五铢钱；盐铁官
营，专卖；平抑物价。

实现了经济上的大
一统

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



      汉武帝从政治、思想、经济等方

面巩固了大一统的局面，使西汉王朝

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本课小结



  史书记载:“主父偃说上曰:‘愿陛下令诸侯得

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于是上从其计。”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文中的“上”是哪一位皇帝？

（2）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你能说明“上”的

做法吗？

（3）除以上做法外，“上”还实施了哪些措施

巩固统治？

随堂小练



（1）汉武帝。

（2）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

令，下令允许诸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

子弟，建立较小的侯国。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