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3 课 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 

 

一、选择题 

1．反映下图历史的资料，我们可能在下列哪一本著作中看到(  ) 

A．《明太祖传》  

B．《明惠帝传》 

C．《明成祖传》  

D．《明神宗传》 

2．明太祖专门留下“祖训”，禁止子孙对朝鲜、安南等周围十二国用兵；宣德三年(1428 年)，明政府主动

废交趾布政使司，还政于黎氏，使之重建越南国。这表明明朝(  ) 

A．开始实行海禁政策                        B．全面防范西方殖民者入侵 

C．全力应对倭寇之患                        D．实行“以德怀远”的对外政策 

3．明太祖朱元璋曾在八天之内，平均每天批阅奏章两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为减轻负担，他设置了

(  ) 

A．御史大夫           B．中书省            C．殿阁大学士         D．参知政事 

4．明代内阁无定员，品级也没有限制，其选派或出于皇帝“钦定”，或是储君在东宫时的旧僚，或由阁臣

秘密推荐，或由吏部推荐，经皇帝批准使用。这说明明代内阁(  ) 

A．决策机制具有随意性                     B．没有固定的职责权限 

C．无法对皇权形成制约                    D．不是正式的行政机构 

5．明朝中后期，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加之又具有票拟权，而且比六部更接近皇帝，所以尽管内阁从来没

有被正式地告知统领六部，但凭借皇帝的信任，内阁辅臣的权威实际上使六部的权力又流向了内阁。这一

变化反映出(  ) 

A．君主专制日益强化                        B．内阁已经取代六部 

C．内阁权力不受制约                        D．君权受到内阁制约 

6．明代皇帝用印章，在文书制度基础上还增加了行移勘合口。《明实录》中记载：“以簿册合空纸之半， 而

编写字号，用内府关防印识之，右之半在册，左之半在纸册付天下„„收之，半印纸藏于内府。” 明代这

一做法(  ) 

A．加强了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皇权             B．促使中枢机构的职责不断健全 

C．提高了中央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           D．致力于构建政府权力制衡机构 



7．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外贸的绝唱。郑和下西洋是典型的朝贡贸易，这种贸易形式(  ) 

A．通过商品平等交换完成交易                B．是闭关锁国政策的具体体现 

C．以政治目的为主                        D．以经济目的为主 

8．据学者研究，雍正朝有权向皇帝密折奏事的官员从康熙朝 100 多人增至 1 200 多人。除京官和地方督抚

大员外，甚至部分品位较低的官员也获得了上奏权。这表明当时(  ) 

A．官员制衡机制初步建立                    B．权力机构设置混乱失序 

C．皇权专制制度得以强化                    D．特务机构渗透领域广泛 

9．嘉靖年间，倭寇侵略我国沿海各地，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积极招募抗倭力量，连续重创倭寇。他们的这

些努力(  ) 

A．抗击了欧洲殖民者的入侵                B．巩固了清朝的统治秩序 

C．使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D．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 

10．明成祖永乐年间，北征鞑靼、瓦剌，南征交趾，派郑和六下西洋；仁宗朱高炽继位后，果断停止北征，

停罢营建工程及西洋宝船，施行“恤民之政”。这一政策变化的主要目的是(  ) 

A．缓解财政压力      B．践行儒家仁政       C．实行闭关政策     D．推动民族交融 

11．明朝政府下令：禁止建造远洋船只，禁止保留超过两根以上桅杆的帆船。从此，船员只得在内河的小

船上当雇工，郑和的大船因搁置而烂掉。以下对材料理解正确的是，明朝(  ) 

A．鼓励民间贸易                            B．禁绝朝贡贸易        

C．实行海禁政策                            D．造船技术落后 

12．1571 年，某位少数民族首领与明朝订立和议，接受明朝册封，基本维持了边疆的和平局面。该少数民

族首领是 （  ） 

A．多尔衮    B．俺答汗             C．努尔哈赤       D．皇太极 

13．明太祖时期，乌思藏都指挥使司下设行都司、卫所等机构，各级机构的官员均由中央直接敕封当地的

僧俗首领担任。这些朝延命官的升迁、任免和更替均由中央政权直接决定。由此可知，明政府(  ) 

A．直接派遣流官管理西藏                    B．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C．注重对西藏的有效管辖                    D．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交流 

14．明代官员张邦奇在《西亭饯别诗序》中提及，“禁令之下，每岁孟夏以后，漳州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

蔽大洋而下„„闽人与‘蕃舶夷商’贸贩商物，往来络绎于海上”。由此可见(  ) 

A．海禁并未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             B．区域长途贩运使海禁政策瓦解 

C．海禁政策出现上下相背离现象             D．明代政府彻底放弃海禁政策 

15．“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发布这份檄文的起义军为(  ) 



A．张角起义军                           B．陈胜、吴广起义军 

C．黄巢起义军                           D．李自成起义军 

16．明朝中后期，中国沿海商人与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活跃于闽浙沿海。他们扮演着亦

商亦盗的角色，时而从事走私贸易，时而联合抗杀官兵，劫掠沿海。这表明(  ) 

A．晚明时期的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         B．海禁政策对抵御西方的殖民侵略毫无作用 

C．东南沿海的基层社会秩序走向瓦解         D．明朝传统的朝贡体制受到严重冲击 

17．明朝前期，在北方设立九边重镇防范蒙古，但蒙古军队多次南下掳掠，甚至俘虏皇帝，威逼北京。明

朝后期，明王朝与蒙古达成协议，恢复通贡，边镇开设互市，听边民自行贸易，从此蒙古基本不再构成边

境威胁。这一变化反映出(  ) 

A．中原经济是蒙古政权的生存基础           B．诸王守边削弱了边地的防御力量 

C．明朝对蒙古采取堵疏并用的政策           D．经贸往来利于民族之间亲善和睦 

二、非选择题 

18．丞相制度对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影响重大。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秦国始置丞相……自秦帝国建立之初至汉武帝，丞相行事的标准：“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

而懂是非。” 

——龚延明《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 

材料二 明太祖于洪武十三年(1380 年)以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借口，罢中书省，废丞相制，提高吏、户、

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分任朝政，直接由皇帝指挥。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丞相制度始于哪一时期，并概括秦朝丞相的主要职权。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初年丞相制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这一变化的直接影响。 

19．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隋唐对外交往比较活跃，与亚洲以至非洲、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有往来。唐朝在世界上享有很高

的声望，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 

——选自人教版《中国历史》下册 

材料二 郑和下西洋同欧洲航海家远航列表比较如下： 

航海家 郑和 哥伦布 达·伽马 

范围 下“西洋” 到达美洲 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 

时间 1405～1433年 1492～1504 年 1497～1498年 



次数 7次 4次 1 次 

人数 27 800人 1 000～1 500人 160 人 

船数 大号宝船 63艘(共计百余艘) 17艘 4艘(一说 3艘) 

船只 长 151.8 米，宽 61.6 米 旗舰 100吨，长 24.5米，宽 6米 120吨、100 吨、50吨 

——选自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教师用书 

材料三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近 5

年来，作为推动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成果，同时也为全球可持续增长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案的伟大实践，“一

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取得积极成果。 

——摘自人民日报 

(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举出唐朝主动对外友好交往的两个事例。我国四大名著中的哪一部取材

来源于其中的一个事例？ 

(2)阅读材料二通过比较，指出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伟大壮举的原因(写出两点即可)。 

(3)阅读材料三，什么是“一带一路”？根据所学知识，写出西汉时期两次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开

通奠定基础的人是谁？ 

(4)作为当代中学生，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融入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一潮流？ 

20．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汉制，皇帝为丞相起(立)；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群臣)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 

——康有为《拟免跪拜诏》 

材料二 艺祖(宋太祖)继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

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材料三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汉代至明清君臣相见礼节的演变历程。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演变历程反映的

本质问题。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汉、唐宋、明清三个时期君权、相权的变化，概括其趋势。 



参考答案 

1——17：ADCDA         ACCDA         CBCCD         CD       

18．(1)时期：战国时期。 

职权：参议政事(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监察百官。 

(2)变化：罢除丞相职位，使六部直接隶属皇帝。 

影响：皇权高度集中，皇帝政务繁杂。 

19．(1)鉴真东渡、玄奘西游；《西游记》。 

(2)规模大、次数多。(或时间早、人数多、船只多、船只大) 

(3)“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张骞。 

(4)①重视科技，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③制定防范风险的政策，

趋利避害；④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抓住机遇，加强合作，迎接挑战，坚持改革开放；⑤实施“一带一路”

战略，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等。(符合题意，即可) 

20．(1)演变历程：汉代，君为臣起立(相迎)；晋至唐，君臣皆坐；宋，君坐臣立；元明清，大臣须跪见皇帝。 

本质问题：皇权独尊，专制主义政治逐渐走向极端。 

(2)变化：秦汉时期，秦始皇集大权于一身，设丞相，使其协助处理朝政；汉代设内朝(中朝)等，意在改变相

权过重的传统；唐宋时期，设三省六部、参知政事等，分散相权；明清时期，废丞相，设内阁、军机处等，

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 

趋势：君权逐渐强化，相权逐渐削弱直至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