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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仁班歷史工作紙 

 

姓名: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   

第三單元大一統國家的形成和強盛 第九章秦統一中國  參考書 P.80---87 

工作紙共四版 

壹：單項選擇題       請把答案的英文字母填在答案欄內 

1.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兩句是誰人在準備行刺秦王時所唱著的悲壯

的歌詞？ 

A.荊軻 B.商鞅 C.蘇秦 D.秦王嬴政 

2. 秦國憑藉強大的實力，消滅六國統一天下，建立秦朝。這一年是 

A.公元前 1120 年 B.公元 1120 年 C.公元前 221 年 D.公元 221 年 

3. 承接上題，秦朝定都在哪裏？ 

A.咸陽 B.洛邑 C.北京 D.上海 

4. 「皇帝」這個名詞，是誰人創造的？ 

A.李斯 B.王綰 C.嬴政 D.趙高 

5. 以下哪一個不是皇帝的專用字，其他人不能使用？ 

A.自稱為朕 B.命令稱制 C.皇帝印章稱璽 D.馬車稱騎 

6. 在秦朝協助皇帝處理全國政務是下列哪一位？ 

A.丞相 B.太尉 C.御史大夫 D.典客 

7. 在秦朝掌管群臣奏章並負責監察百官是下列哪一位？ 

A.丞相 B.太尉 C.御史大夫 D.典客 

8. 在秦朝負責管理全國軍務是下列哪一位？ 

A.丞相 B.太尉 C.御史大夫 D.典客 

9.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曾與大臣討論如何管理各地方，要採用甚麼方法，最後他採用的方

法是 

A.推行封建制度 B.推行郡縣制度 C.推行郡國制度 D.推行議會制度 

10. 下列哪一項秦代統一的最大意義？ 

A.促進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 C.確立中央集權制度 

B.傳播學術自由的風氣 D.有利全國經濟、文化交流 

11. 以下哪一項不是秦始皇樹立皇權的措施？ 

A.統一文字 B.規定皇帝的令稱為「詔」 C.規定皇帝的命稱

為「制」 D.規定皇帝自稱「朕」 

12. 秦朝統一後把全國分為多少郡？ 

A.五十二 B.三十六 C.二十九 D.六十 

13. 下列哪一項是秦代首創而為後世所依循的制度？ 

A.封建制度 B.宗法制度 C.禮樂制度 D.中央集權制度 

14.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仍不斷派大軍向外擴張，當時派遣哪一位大將出擊匈奴？ 

A.白起 B.趙陀 C.蒙恬 D.章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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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秦始皇出兵嶺南時，為了運送戰備物資，命人修建了哪一條運河？ 

A.都江堰 B.鄭國渠 C.靈渠 D.京杭大運河 

16. 承接上題：他又下令遷徙幾多人到嶺南，與少數民族雜居，因而促進了民族交往。 

A.5 萬  B.50 萬 C.90 萬 D.100 萬 

17. 秦朝以哪一種文字作為全國統一規範的文字，並廢除原來六國的文字？ 

A.楷書 B.甲骨文 C.小篆 D.隸書 

18. 承接上題，其後又推廣筆畫更為簡單的書體，這書體稱 

A.楷書 B.甲骨文 C.小篆 D.隸書 

19. 秦朝修建了很多馳道，這些馳道以哪裏為中心？ 

A.臨淄 B.邯鄲 C.郢 D.咸陽 

20. 秦始皇為何禁止民間私藏儒家及諸子百家之書？ 

A.儒家反秦 B.重武輕文 C.統一思想 D.統一法度 

21. 下列哪一位建議秦始皇焚書？ 

A.白起 B.趙高 C.李斯 D.蒙恬 

22. 秦始皇下令焚書，只有哪些書不禁？ 

(1)醫藥 (2)占卜 (3)與種植有關的書 (4)儒家的詩、書 

A.(1)(2)(3) B.(1)(2)(4) C.(1)(3)(4) D.(2)(3)(4) 

23. 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的目的何在？ 

A.防止六國起來反叛 B.防禦匈奴入侵 C.便於巡行全國 D.炫耀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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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填充題   請把答案填在答案欄內 

一. 秦始皇立國後，在中央政府設置「三公」即(1)、(2)、(3)，協助皇帝分掌全國的政務、軍

事和 監察工作。 

二. 秦朝建立起的中央集權帝制，一直沿用至(4)末。 

三. 在秦朝的行政架構下，郡的長官稱(5)，縣的長官稱（6）。 

四. 秦始皇派(7)率領大軍北伐（8），並從他們手中奪回河套地區。 

1 

 

2 3 4 

5 

 

6 7 8 

 

 

 

 

 

 

 

 



 

3 

 

叁：閱讀理解題   

細閱下列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秦始皇的大一統措施 

(1)  廢封建，置郡縣 

(2)  統一全國貨幣 

(3)  統一全國度量衡 

(4)  統一全國車軌 

(5)  修築馳道 

(6)  統一六國文字 

(7)  焚燬書籍 

(8)  興修萬里長城 

(9)  派兵北伐匈奴 

(10) 平定南方越族 

 

1. 在上述的大一統措施中，你認為有利國家的佔多少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承上題，不利國家發展的措施佔多少項？這較有利措施多還是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能根據以上結果，簡單評論秦代一統措施對國家發展的利弊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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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 

秦始皇陵位於今陝西驪山，規模宏大，等於一座地下宮殿。1974年，當地農民打井時，

在始皇陵以東一公里多的地方，挖出形象逼真的陶俑，後經過不斷的研究和發掘，竟發

現了一個大型的秦始皇陵兵馬俑陪葬坑，估計有上萬個與真人真馬大小相若的兵馬俑。

俑是用來陪葬的傀儡，陵中的兵馬俑由步、弩、車、騎四個兵種組成。戰士俑身材魁

梧，一般高 1.8米左右，最高的有 1.9米，身穿戰袍，外披鎧甲，脛護腿，足穿皮靴。

他們手執各種實戰武器，排列有序，軍容嚴整，成為秦始皇陵地下宮殿一支象徵性的衛

戍部隊。 

始皇陵武士俑為泥質灰陶，燒製時火候高、質地硬，俑的頭部、軀幹、手臂皆中空，但

手和腳卻是實心的。頭、手及軀幹等先用模製成粗胎，再雕刻細部，放入焙燒，然後敷

彩。因為年代久遠，原來豐富的色彩大都脫落，但秦俑的燒製，無疑反映了當時製陶工

藝的高超。 

 

4. 秦始皇建造兵馬俑有何目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何謂兵馬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始皇陵兵馬俑是甚麼質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試形容秦代戰士的服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