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3课同步测试 

一、单选题 

1．据说明太祖曾经写诗一首描写自己的辛劳：“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

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拥被”。为解决上述问题，明太祖 

A．设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 B．设立军机处处理政务 

C．授予内阁大学士以票拟权 D．设六部分理全国政务 

2．明成祖建立内阁制，把宰相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议政权给内阁，行政权给六部，

地方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出，通过全

国 1936处驿站，层层下发帝国每个角落。这说明 

A．成祖具有分权制衡思维 B．君权专制得到空前强化 

C．中国近代政治开始形成 D．中央集权制度达到顶峰 

3．朱元璋曾说：“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

遂至天下骚乱。”并将其作为自己创制立法的指导思想。这一认识本质上 

A．服务于君主专制统治 B．表达了废除宰相的决心 

C．是对自己勤政的勉励 D．揭示了元朝灭亡的根源 

4．中国传统士人往往胸怀天下，具有浓厚的经世济民情怀。至明代，士人则关注一山、一

水、一花、一草的精致世界，大批文人醉心于戏曲、小说编创与品评之乐。这种变化的主要

原因是 

A．社会等级观念在淡化 B．政治环境日益恶化 

C．心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D．印刷技术逐渐普及 

5．明万历四年，巡按辽东御史刘台上疏称：“自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专政以来，每每自道，

必曰‘吾相天下，何事不可作止？何人不可进退？’„„夫其进退人也，威逼人也，宰相之

实也。”据此可知 

A．内阁首辅等同于宰相 B．内阁掌控人事大权 

C．内阁的权势有所扩大 D．内阁成为行政机构 

6．明朝永乐年间，内阁诸臣品级只止五品。而宣德年间，正三品礼部侍郎张瑛入内阁后晋

升从二品礼部尚书；1454年，正二品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入阁后晋升从一品；1491 年，正

二品户部尚书丘浚入阁后晋升从一品。这表明 

A．内阁开始参与机务 B．内阁已拥有票拟权 

C．内阁地位明显提高 D．内阁职能不断完善 



7．1380年，明太祖以“图谋不轨”之名诛杀了丞相胡惟庸，下令裁撤中书省。他的目的是 

A．打击贪官污吏 B．强化君主权威 

C．稳定社会秩序 D．提高行政效率 

8．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柄国，权震主。申时行继之，势犹盛。王锡爵性刚负气，

人亦畏之。志皋为首辅，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这实际上说

明明代内阁 

A．始终是皇帝的附属机构 B．对皇权形成了巨大威胁 

C．辅政的功能得到了体现 D．权力因首辅而不断膨胀 

9．明代，不经内阁票拟而直接自宫中下发的旨意，称为“中旨”。明武宗时，司礼监掌印

太监刘瑾曾“矫中旨诘责数百言，令廷臣议罪”，打击朝中文官。该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 

A．内阁权力的衰落 B．宦官权力的膨胀 

C．皇权专制的强化 D．监察系统的失职 

10．明成祖时，“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自是，内阁权日重„„然内阁之

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这说明内阁 

A．设置的目的为防范六部专权 B．地位变化取决于君权的需求 

C．只做顾问，无权接触军国大事 D．自设立起即为法定决策机构 

11．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始置四辅官”，并敕谕：“卿等受斯重任，宜体朕怀。

心常格神，行常履道，佐理赞化，以安生民。”洪武十五年又命置殿阁大学士，“特以备顾

问而已，于政事无与也，，。'明太祖采取这些举措的主要目的是 

A．弥补制度上的缺陷 B．规范官吏从政行为 

C．重新恢复宰相权力 D．防止权臣威胁皇权 

12．明朝万历皇帝下令工部铸钱供内府用，内阁首辅张居正“以利不胜费止之”。神宗向户

部索求十万金，张居正面谏力争，“得停发太仓银十万两”。这一现象说明当时 

A．中枢权力运作发生异化 B．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C．财政状况拮据 D．中央集权严重削弱 

13．明嘉靖时期，胡世宁曾上疏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内阁首辅的地位开始突出，倍

受大臣们的尊崇，称其为首相，内阁中的其他成员也多为首辅举荐，他们事事附和首辅，不

敢有什么意见。材料所示现象是 

A．君主专制加强的结果 B．行政效率提高的原因 

C．中枢体制创新的表现 D．首辅权力合法的证据 



14．《大明会典》是记载明代典章制度为主的官修史书。在该书中始终没有将“内阁”单列

章目，仅将内阁职权附于翰林院（最高学术机构）之下。这说明了 

A．皇帝权力受到一定制约 B．内阁是法定的行政机构 

C．内阁是集体领导的体制 D．内阁是皇帝的内侍机构 

15．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留都南京仍保留了六部、都察院、五府等官僚体系，并

设南直隶管辖南京周边 14个府、州，而北京作为首都，总揽一切政事并加强对北方边境进

行军事防御。明朝“两京制”的形成 

A．促进了南北经济的平衡 B．缓和了统治者内部矛盾 

C．降低了集权统治的成本 D．有利于大一统国家发展 

二、材料分析题 

16．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明太祖阐述废宰相的原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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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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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摘自《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材料二  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对明初废宰相的做法进行了尖锐批评。他说：有明

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

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

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

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 

——摘自《明夷待访录·置相》 

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明太祖与黄宗羲两人对废宰相做法的不同理解。 

 

 

 

 

 

17．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明初实行卫所武官、兵役世袭制。都司、五府的武官不能世袭，由卫所世官积



功升调。  武官的除授贯彻功绩制原则。弘治十七年(1504 年)，明廷定武举三年一行，

与文举规则类同。武举既有卫所武官参加，又允许军民人等报考。武举骑射九中四、步射

九中二即合式， 录取与否、具体名次主要取决于策论。尽管策论依据武经等书，但出题、

阅卷者均是文官， 尤喜能附会儒家思想的题目。武举会试录取额数从弘治十七年的 35 名

发展到明末达 200 名。武举在低级将领选除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明后期武举的实际

地位已经超过了世职，甚至可超用为中高级将领。明后期的武举达到了中国古代武举制度

发展的顶峰。 

——据曹循《明代武举与武官选任新探》改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武举制度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明代武举制度改革的影响。 

 

 

 

 

 

 

参考答案 

1．A2．B3．A4．B5．C6．C7．B8．A9．C10．B 

11．A12．A13．A14．D15．D 

16．明太祖与黄宗羲在废宰相问题上的观点不同，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立场不同。明太祖站在

皇帝的角度看宰相，认为宰相对皇权有威胁，故必欲废之而后快；黄宗羲则站在普通士大夫

的角度，认为宰相是官僚机器当中针对皇权的调节器，废掉之后会有严重后果。 

17．（1）内容：定期分级举行；开放报考资格；重视策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录取名额增

多；武举成为选拔武将的重要途径。 

（2）评价：扩大了武将来源，提高了武将文化素质，有利于选拔、储备军事人才；强化



儒家思想观念，武举成为国家驯服武将的工具；过度重视武举，任用大批缺乏练兵作战经

验的人员为将，是明末军事失败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