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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的背景：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 元·《醉太平·堂堂大元》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
农民起义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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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1368年

建立者：朱元璋

都    城：应天（改为京师，今南京）

明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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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的变化

1.改革行政机构

在中央，废除中书省，撤销

丞相，权分六部，直接对皇

帝负责。

在地方，废除行中书省，设

立三司；

2.设立长、卫等特务机构，

凌驾于司法部门之上，受皇

帝直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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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

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

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

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材料中明太祖对自秦至宋的丞相的相关评述是否正确？并阐述理由。

不正确。理由：
（1）秦朝设置丞相等三公官职，建立起以皇权为中心的较为完备的中央
政权组织
（2）秦亡于暴政，而非中央集权制度。
（3）汉唐宋的丞相制度对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发挥了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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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明代内阁自始至终只是皇帝的私臣，……一切公文都以皇帝名义发布，

但内阁制度在明代仍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太祖废相后，君主成为实际的行政

首长，一切大政均须亲力亲为。……虽然在辅政方面，确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但明代内阁大学士地位不足当宰相之任，且其本职亦只是侍从备顾问。后来

内阁获取票拟之权，亦只是在幕后协助皇帝处理国政，属皇帝秘书而不是名

正言顺的宰相，……就权责而言，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首辅

亦非法定的最高行政首长，六部也不是它的法定直接下属，而由君主独掌命

令大权。内阁所持有的权力，出自皇帝授予。因此，内阁有否作为，全视皇

帝的作风而定，故历朝内阁的权力都有所不同。

——摘自《试述明代内阁制度之由来、演变、作用、流弊及影响》

①内阁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    
   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

    ②内阁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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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交往：郑和下西洋

时间 15世纪前期

目的 宣扬国威

方式 朝贡贸易

意义
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
的友好往来与经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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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探究：

材料一：史书记载洪武末年时：“仓廪充积，天下太平”。建文帝时期：

“家给人足，外门不阖”。到永乐年间，明王朝统治已臻极盛。

材料二：明成祖即位后，随着国内形势的转好，眼光开始移向海外，要

求扩大对外关系，以远播明朝声威，进一步建立完整的朝贡体系。

材料三：宋元以来，海船制造技术与航海水平大为提高，如罗盘针的发

明，气象测量的进步，航海的勘探等，海外地理知识也日见丰富。…… 

材料四：郑和，回族,出身于穆斯林家庭,又皈依佛教,熟悉伊斯兰教和佛

教。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和英勇无畏的气概。在“靖难之役”中立下赫

赫战功，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和组织才能。

结合材料，探究郑和下西洋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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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成功的因素：

1、明朝前期国力强盛；

2、宋元以来造船业发达；

3、宋元以来航海技术的掌握,特别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

4、明朝统治者的支持。

5、郑和吃苦耐劳，英勇无畏，勇于探索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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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交往：郑和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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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法国学者费朗索瓦•德勃雷在《海外华人》一书中，记有郑和劝谏皇帝保
留船队的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
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
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
材料二  厦门大学李金明教授认为郑和航海活动终止的主要原因为：郑和船队将
士众多，耗资巨大，每次出航馈赠要花大笔开销，大量贡品免费提供皇室、贵族
享用。……官营手工业的日益衰落，下西洋已失去雄厚的物质基础，要求建造大
量可供赏赐丝织品和建造可航行远洋的海船已日见困难。
（1）根据材料一，概括郑和保留船队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郑和之后远航终止的原因。

【答案】（1）理由：海洋事关国家的贫富与安危；南洋地理位置重要；明朝船
队强大，可以用来发展贸易，并使其他国家臣服。
（2）原因：耗费巨大；官营手工业的衰落；海禁。



倭乱与海禁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今之海寇，动计数万，借托言倭
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过数千，其余皆
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   

——（明）胡宪宗《筹海图编》

材料二：滨海细民，以海禁过严，生理日
促，转而从盗。

——（明）赵文华

材料三：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而为
商，市禁则商转而为盗。

——（明）谢杰《虔台倭纂》

请回答：
（1）结合材料，你认为“倭寇”主要
由哪些人构成？
（2）材料中认为造成倭患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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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 殖 民

荷兰占
领台湾葡萄牙

租借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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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形势图

瓦      剌

鞑           靼

乌思藏都司

奴儿干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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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治理

明朝
政府

蒙古

合议、册封

藏
族

女
真

僧官、卫所 招抚、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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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
衰弱

天灾流行

农民起义

政治黑暗



《明宪宗元宵
行乐图》
反映了成化二
十一年（1485
年）明宪宗朱
见深元宵节当
天在内廷观灯、
看戏、放爆竹
行乐的热闹场
面，是一幅反
映宫廷生活的
风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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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开始的中国气候，此时的明朝处于明朝小冰河
时期，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
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与此同期，中
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以来的最低点。
整个明末时期始终伴随着旱灾、寒流、蝗灾、水灾、鼠疫、
瘟疫等。

天灾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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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研读：当时流行着这样的歌谣：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
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朝求升，
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
门拜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

合作探究：广大民众为什么欢迎和拥护李自成的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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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
哈赤

• 统一女真各部、
建立后金政权、
反抗明朝压迫、
迁都沈阳

皇太
极

• 1635年，皇太
极改族名为满洲;

• 次年改国号为清

清朝
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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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衰弱 清朝崛起

明清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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