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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一历史导学案

第 13 课 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

研制人：刘明森 审核人：叶文平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__授课日期：2021.10.27

【课程标准】

通过了解明清时期统一全国和经略边疆的相关举措，知道南海诸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

内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版图一部分，认识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奠定的重要意义。

【课前自主学习】

1．指出明朝建立的时间、建立者、都城。

2．明朝政治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分析变化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

3．结合“郑和航海路线图”，总结郑和下西洋的概况。目的是什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4．“倭寇”兴起的原因是什么？结果如何？

5．西方殖民者入侵的背景是什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6．明蒙关系的背景是什么？结果如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7．结合《明朝形势图（1433 年）》思考明朝时期是如何加强对西藏、东北的管理的？

8．清朝兴起和统一全国的过程是什么？

【课中目标预设】

1．了解明朝统一全国和经略边疆的相关措施，知道南海诸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是中

国版图一部分，认识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奠定的重要意义。

2．了解明朝封建专制的发展、世界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认识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重难点化解】

1．明朝君主专制的强化

材料一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

有贤相，然其间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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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é háng，不相上下、抗衡），不敢相压。事皆朝廷（皇帝）总

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

人凌迟，全家处死。

——《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材料二 明代内阁制度作为议政、咨询与秘书功能并兼的辅政机构，对皇权形成了有效的制约，也对明朝

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内阁具有票拟、草拟诏书、平章政务、论思和备顾问的职能，

虽然没有决策权，但是仍然对皇权形成了制约，尤其是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的 10 年里，内阁制度

发展到了顶峰。中外奏章无不经由内阁票拟，特别是在皇帝怠政的时候，票拟更是百官与皇帝沟通的

唯一渠道，内阁把辅政职责和秘书性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协助六部诸司等机构维持国家行政体制的

正常运行。

——《浅谈内阁制度在明代政治中的特点及地位》

材料三 然内阁之拟票（注：拟票即内阁官员对政务处理的初步建议），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注：批

红即皇帝对政务处理的最终决定），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

于其手。伴食者（注：内监、寺人、伴食者皆指太监）承意指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对时事忧

虑不安）而不能救。

——《明史》卷七十二

请回答：

（1）阅读材料一，明太祖阐述的废除宰相的理由有哪些？你认为明太祖所阐述的废除宰相的理由充分吗？

（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明代内阁制度的主要特点和作用。你觉得把明朝的内阁大学士比喻为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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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是否妥当？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说明“相权转归之寺人”这一历史现象出现的后果。

【拓展提升】见教材 P76 探究与拓展

【课后巩固练习】（15 分钟）

一、选择题

（ ）1．《明史》记载“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

行。……及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入，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

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生前死后的不同状况折射出

A．内阁职权大小取决于皇帝的旨意 B．内阁成为法定的中央决策机构

C．皇权与宦官的矛盾激化 D．六部已成为内阁的下属机构

（ ）2．明初，朱元璋认为：“夫元氏之有天下，固有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

故也。……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基于这一认识，朱元璋采取的措施是

A．三省并立，互相牵制 B．改土归流，集权中央

C．设立军机处，重用宦官 D．废除丞相，加强皇权

（ ）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皇室的权，总是在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在逐步降。这

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大毛病。”以下各项表述中，最能体现这一观点的是

A．汉武帝设中外朝制度 B．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

C．明代废丞相而设内阁 D．清朝设置军机处

（ ）4．明制，对于内阁大臣的“票拟”，皇帝进行“批红”。但是，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

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但在明宣宗的鼓励下，宫里成立了专门的

太监学堂。明宣宗这一作法旨在

A．提高官员素质 B．牵制内阁权力

C．减少决策失误 D．完善办事程序

（ ）5．明太祖改革中央机构，把“朝廷政务改由六部分理，并提高六部的品秩，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

皇帝”。他这样做的前提是

A．明朝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B．丞相制度被废除

C．三省六部制已日趋衰落 D．丞相权力过大

（ ）6．明英宗时期，“凡中外奏章”由内阁“用小票墨书（拟出处理意见），贴在疏面以进，谓之条

旨”，供君主参考，或同意或否，用红笔批出，成为决策。这表明当时内阁

A．限制了皇帝的权力 B．已成为国家行政中枢

C．辅助皇帝处理政务 D．取得了宰相的权位

（ ）7．明代朱元璋册立朱标为太子，另外封二十四个子孙为藩王，分驻于全国各个军事要地，以“藩

屏帝室”。明朝推行此措施的影响

A．加强君主专制 B．维护中央集权

C．易形成割据势力 D．维护社会稳定

（ ）8．《明史》记载：“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

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

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材料表明内阁大学士

①入阁由皇帝选任 ②行使宰相权力

③取得决策大权 ④地位逐渐提高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①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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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题

9.历代王朝不断调控中枢权力以维护其统治。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 （明初内阁大学士）掌献替可否（意即对君劝善规过，议论兴革），……凡上之达下，曰诏，

曰诰……皆起草进画，以下之诸司。下之达上，曰题，曰奏……皆审署申覆（意即审查签收，上报或发回）

而修画焉，平允乃行之。……大典礼、大政事，九卿、科道官会议已定，则按典制，相机宜，裁量其可否，

斟酌入告。

——《明史·职官一》

请回答：据材料，归纳明初内阁大学士的主要职责；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初阁臣为何不能等同于丞相。

【反思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