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3课  从明朝建立到清朝入关 

课程标准：了解明朝统一全国和经略边疆的相关措施，认识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

国家版图奠定的重要意义。 

时空定位： 

学习要点：认识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奠定的意义。通过了解明代封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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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概述：1351 年元朝爆发农民起义。1368 年朱元璋称帝，定都应天府，国号

大明，同年推翻了元朝并废除自秦以来的宰相制度。明成祖时期，设立了内阁，

在 15世纪前期，派遣宦官郑和率领船队先后 7次远航海外，史称“郑和下西洋”。

明朝中后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者在中国沿海的活动日益频繁。为预

防蒙古人南下，明朝重新修筑了长城。1644 年，农民军首领李自成攻占北京，

明思宗自溢，明朝灭亡。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统军打败李自成迁都北京，又经历

20多年激烈战斗，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 

教学关键：运用课本中的地图和史料进行时间线索梳理，了解明朝专制集权的强

化、郑和下西洋、倭寇与西方殖民者侵犯、明朝经略边疆的史实，使学生能够把

握相关史事的时间、空间联系，能够利用历史地图对相关史事加以描述； 

通过对明朝经略边疆、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措施的了解，能够把握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的发展趋势，能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和现实

社会问题。 

教学重难点： 

1.掌握明朝体制的变化，分析其影响。 

2.掌握郑和下西洋和戚继光抗倭。 

3.掌握明朝的民族关系和内陆边疆的情况。 

教材知识点： 

一、明朝政治制度的变化 

1.明朝的建立 

1351年，元朝爆发农民起义，1368年，朱元璋称帝，定都应天府，国号大明。

朱元璋就是明太祖。同年，明军北伐，攻占大都，推翻了元朝。 

2.明朝政治体制的变化 

（1）废除宰相制度，权分六部。 



（2）内阁的建立：明成祖在位时，设立内阁。内阁大学士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替

皇帝浏览百官奏章，草拟处理意见，称为“票拟”。皇帝在票拟的基础上，用红

笔正式批复奏章，称为“批红”。 

（3）宦官专权：内廷宦官机构司礼监获得了协助甚至代理皇帝批红的权力，还

负责提督特务机构东厂和锦衣卫，对官民的言行进行监视、侦查，有权逮捕、施

刑。 

二、海上交通与沿海形势 

1.郑和下西洋 

（1）目的：“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2）概况：15世纪前期，明成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先后 7次远航海外，访问了

亚非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 

（3）影响：①是世界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远洋航行，领先于欧洲半个多世纪。 

②给明朝带来较大的财政负担，未能持续。 

2.戚继光抗倭 

（1）背景：①元朝末年起，日本海盗不时在我国东部沿海骚扰。 

②明朝中期，朝廷出于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的目的，严厉禁止海外贸易。结果东

南民间海上走私活动猖獗。 

（1）戚继光抗倭：经过长时间战斗，加上后来逐渐放松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

制，东南沿海的形势才稳定下来。 

3.欧洲殖民者入侵： 

（1）背景：明朝中后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者在中国沿海的活动日

益频繁。 

（2）葡萄牙租占澳门：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以晾晒货物为由，贿赂香山县地

方官获得了在濠镜澳的租住权。 

（3）荷兰占领台湾：荷兰和西班牙，先后占据了台湾岛的南部和北部。明朝末

年，荷兰击败西班牙，独占台湾。 

三、内陆边疆与明清易代 

1.明朝与鞑靼、瓦剌的关系 

（1）明朝重新修筑了长城，防御鞑靼、瓦剌南下。 

（2）明中期，瓦剌和鞑靼不断威胁明朝北部边防，两次突破长城深入内地，包

围北京。瓦剌还曾经在一次战役中俘虏了明英宗。 

（3）1571年，鞑靼首领俺答汗与明朝订立和议，接受明朝册封。双方恢复并扩

大贸易关系，直到明末基本上维持了和平局面。 

2.明朝对西藏的统治 



明廷封授给当地的僧俗首领法王、王等称号，并设立了宣慰司、元帅府等机构，

委用藏族上层人士任职。 

3.明朝对东北的管理 

明朝前期，派人到东北招抚，在黑龙江流域设立了奴儿干都司，并广泛对东北地

区女真部落首领封授官号。 

4.明朝的灭亡 

1644年，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随即攻占北京，明朝灭

亡。 

5.清朝的建立和统一 

（1）清朝的建立：16、17世纪之交，女真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逐渐统一女真各

部。1616 年，他在赫图阿拉称汗，国号金，并对明朝展开进攻。1636年，其子

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将女真族名改为满洲。 

（2）清朝的统一：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统军进入山海关，打败李自成，进占并迁

都于北京。此后又经过 20多年的激烈战斗，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 

四、中国古代中央行政制度的调整与宰相制度的发展历程 

项目 中央行政制度 宰相制度的发展历程 

秦朝 设三公九卿，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宰相制度形成 

汉朝 初期沿袭秦制；汉武帝设“中朝”解决皇权

和相权的矛盾。 

相权开始受到削弱 

隋唐 三省六部制，相互牵制和监督 相权被一分为三遭到削弱 

宋朝 设中书主政、枢密掌军、三司理财 相权被分割，宰相地位大大下降 

明朝 罢中书，废丞相，权分六部，皇帝亲绝国政 宰相制度被废除 

纵观我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相权和皇权一直处于矛盾和共存中。君权怕相权

危及皇权，常用宦官、奴仆控制宰相，相权被削弱，宦官、奴仆却成了宰相。君

主为加强权力，千方百计地削弱相权，从而导致宰相制度不断演变。 

五、宰相和内阁首辅的区别 

 宰相 内阁首辅 

权力来源 制度赋予 皇帝个人信任 

职责 总领行政，参与决策，有属官 侍从咨询为主，无属官 

任免 要经皇帝及大臣商议 由皇帝意愿决定 

对皇权影

响 
制约皇权 

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正常情况下

不能制约皇权 

六．明代地方管理——废行省、设三司：明初承元制设行省，洪武九年，废行省

设三司(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领一省的行政、军事、



司法。三司互相牵制，分别对中央负责。习惯上仍将三司所辖之地称“行省”或

“省”。省下又设府、州、县，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土司。 

七、改土归流：是明清时废除自元代以来世袭之土官，而代之以流官统治，主要

在滇、黔、桂、川、湘、鄂六省推行。政府设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官

员进行统治，实施和汉族地区相同政治制度，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经济文化

发展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