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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临的挑战



单 元 时 空纵 览



政治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

强化，明朝废宰相，设

内阁，清朝设军机处，

实行奏折制，大兴文字

狱；统一多民族封建国

家更趋稳固，现代中国

的版图逐渐定型，清朝

出现了“康乾盛世”；
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社

会矛盾不断，倭寇侵扰

和欧洲殖民活动导致海

疆危机频发

经济

农耕经济高度发展，传统

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占据

主导，继续推行重农抑商

的经济政策；新经济因素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并缓

慢发展，白银成为普遍流

通货币，商帮出现；经济

总量仍然处于世界前列，

但逐渐落后于世界经济发

展的潮流 

民族与对外关系

清除地方割据势力，平

定边疆地区，加强对边

疆的有效控制，促进多

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

史上的壮举。对外政策

由开放逐渐走向闭关自

守，阻碍了海外市场的

开拓，脱离了世界工业

文明的潮流 

阶 段 特 征横 联 明清时期(1368－1840)是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危机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的阶段。一方面，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现代中国的版图逐渐定型；另一方面，中国逐渐落伍于世界工业文明的潮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文化

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

八股取士使思想不断

僵化，文化专制加强；

带有反封建专制色彩

的早期启蒙思想产生，

文学艺术繁荣，大众

化、世俗化趋势明显；

总结性科技著作相继

问世，西方自然科学

传入；文化总体呈现

承古萌新的特点 



明清时期的政治

第11讲



课
程
标
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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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版图奠定的重要意义。

2.通过了解明清时期封建专制的发展、世界形势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认识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考
情
分
析

1.频率题型：该部分是高考高频考点，选择题与非选择题出现频率都比较高

2.情境设计：多利用文献资料创设综合情境与学术情境，注重考查以史料为依据，

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的能力。如(2023·湖南卷，5)明代赐书朝日；(2023·全国乙

卷，27)明代基层治理；(2023·北京卷，5)清代奏折制度；(2023·辽宁卷，5)乾隆谕旨；

(2023·山东卷，16)棚民案；(2022·湖南卷，5)南书房行走；(2021·湖南卷，6)清朝

《冰嬉图》

3.核心考向：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的加强；明朝对外政策的变化；明清时期(鸦片战争

前)统一全国和经略边疆的举措



整
体
感
知



内
容
导
航

一　梳理必备知识

二　突破关键能力

三　链接高考热点

四　课时精练



梳理必备知识
落
实
基
础
性



1.政权更迭

(1)明朝建立：1368年，朱元璋称帝，定都应天府，国号大明，结束了元

朝在全国的统治。

(2)明清易代：女真族建大金(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清朝建立(1636年，

皇太极称帝)→清军入关(1644年，迁都北京)→逐渐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

(3)康乾盛世：清朝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在位期间，出现了100多年的鼎

盛局面，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疆域开拓并巩固，被称为“康乾盛世

”。

(4)危机初显：康乾盛世后期，清朝统治出现由盛转衰的迹象，19世纪前

期，衰象更加明显，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知识点一　明清时期政治制度的变化



2.明清时期政治制度的变化

(1)明朝

废除宰相 明太祖为加强皇权，废除了自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宰相制度

设置内阁
明成祖时期设立，作为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机构，替

皇帝浏览奏章，草拟处理意见，称为“票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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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负责提督东厂和控制锦衣卫



(2)清朝

奏折制度
特点是迅速、机密，皇帝能够更直接、广泛地获取信息，

提高了决策效率，强化了对官僚机构的控制

军机处
雍正时设立，军机处官员在皇帝直接监督下工作，商议军

情，起草或处理机要文书

文化专制
清朝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控制非常严密，频繁制造文字狱，

对文化造成严重的摧残



1. 图解 · 关键知识

明清中枢机构



2. 挖掘 · 教材信息

阅读纲要上“问题探究”中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置相》，指出黄宗羲是

如何评价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的？

答案

黄宗羲认为这一做法破坏了天下君臣

共治的局面；断绝贤能宰相弥补皇权

不足的可能；扩大皇帝至高无上、大

权独揽、素质要求高与皇位世袭、选

择面窄的矛盾。



3. 警示 · 易错易混

内阁的性质与作用

(1)明朝的内阁首辅并不是宰相。内阁是

皇帝为加强专制而建立的政治机构，但

它始终没有法定的地位。(2)明朝内阁制

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可能对皇权

起到制约作用。



1.明朝

(1)内陆边疆

知识点二　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对外交往

蒙古族

筑长城防御 为防御鞑靼、瓦剌南下，明朝重新修筑了长城

战争
明中期，瓦剌和鞑靼不断威胁明朝北部边防，

曾包围北京，俘虏明英宗

和议与册封
1571年，鞑靼首领俺答汗与明朝订立和议，接

受明朝册封

贸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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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族

封授称号 明廷封授给当地的僧俗首领法王、王等称号

设机构管辖
设立了行都指挥使司等机构管理西藏军民事务，

任用藏族上层人士进行管理

女真族
设机构管辖 明朝在黑龙江流域设立了奴儿干都司

封授官号 对东北女真各部落首领封授官号



(2)海上交通与沿海形势

郑和下

西洋

概况
15世纪前期，郑和先后七次率领船队出海，最远到达非洲东海

岸和红海沿岸

目的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影响 增强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给政府造成较大的财政负担

打击

倭患

背景
起于元末的“倭寇”和明朝前期朝廷的严厉禁海导致东部沿海

倭乱盛行

对策

①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浙江台州九战九捷；在福建、广州与俞

大猷合作，重创倭寇

②逐渐放松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

意义 稳定了东南沿海形势



欧洲

殖民

者的

入侵

背景 随着新航路开辟，欧洲殖民者在中国沿海的活动日益频繁

表现

①16世纪中期，葡萄牙获得了在濠镜澳的租住权

②荷兰和西班牙，分别占据了台湾岛的南部和北部

③明朝末年，西班牙被荷兰击败，退出台湾



2.清朝

(1)边疆治理

中央机构 专设理藩院掌管蒙古族、藏族等民族事务

治理特点
因地制宜的政策，尊重各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优

待各族上层分子

经略台湾
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1683年清军击败郑氏后裔，

1684年在台湾设府，隶属福建省

反击沙俄 康熙时雅克萨之战击败俄军，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



管理西北

平叛
击败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平定天山南路维吾尔贵

族大、小和卓兄弟

行政管理

在蒙古族地区设立盟、旗两级单位，任命蒙古王

公为盟长、旗长；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总领军

政事务

管理西藏

册封
册封五世达赖为“达赖喇嘛”，册封五世班禅为

“班禅额尔德尼”

机构
1727年，派遣驻藏大臣，代表朝廷与达赖、班禅

共同治理西藏



管理西藏 法律
1793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以法律形

式明确和落实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权

改土归流

原因
长期以来，中原王朝在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土司

世袭，形成割据势力

概况
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世袭制度，实行中央委派流

官统治的政治措施。乾隆年间基本完成

意义
强化中央政府统治，减轻西南人民负担，促进边疆开

发，改善民族关系



(2)对外交往——闭关锁国

西方侵略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中国东南沿海频繁活动，要求扩

大对华贸易，开拓中国市场

表现
清初，四口通商→保留广州一处，设广州十三行；严厉禁

止民间船只出海贸易

影响 无法适应新的外部环境，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1. 挖掘 · 教材信息

教材第二目“思考点”：应当如何看待

明朝统治者“下西洋”政策的变化？

答案

郑和下西洋主要出于政治目的，朝贡贸

易不计经济成本，难以长期持续；明朝

内部的政治腐败和斗争使之只能消极应

对倭寇及欧洲殖民者的侵扰。



明朝前期严厉禁止海外贸易的原因

2. 拓展 · 思维点拨

(1)根本原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

主导。

(2)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强化的结果。

(3)倭患日益严重是实行海禁政策的重

要原因。



明朝在各要害地方皆设卫所，屯驻军队。

结合所学知识，促成这一状况的因素有

哪些？

答案

应对倭寇问题的频发；保卫都城的安

全；加强对边疆事务的管理。

3. 思考 · 情境问题



4. 阐释 · 核心概念

金瓶掣签制度

又称为金瓶鉴别，是藏族认定藏传佛教

最高等的大活佛转世灵童方式的制度，

1792年正式设立。该制度用掣签与金瓶

以确定活佛转世人选，最终经皇帝批准。

这一制度有利于加强中央对西藏的管辖。



5. 警示 · 易错易混

“海禁”与“闭关锁国”的不同

返 回

(1)“海禁”政策不禁止外国人来华贸易，

只是要求必须在官方的主持下进行，即

所谓“贡赐贸易”，如郑和下西洋。

(2)“闭关锁国”政策既禁止国人出海贸

易也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闭关锁国不是

禁绝对外贸易，而是严格限制对外贸易，

广州“十三行”就是例证。



突破关键能力
提
升
综
合
性



视角　制度变化——明清时期国家政治体制

中枢异化 —— 明清时期专制集权的强化主题一

材料一　太祖自诛胡汪之后，遂不设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阁

下诸臣但以备顾问而已。故解缙与胡广诸人，皆以讲读入阁办事，杨文

定亦但以太常少卿入。不兼部臣，亦无散官。故其权甚轻。然各衙门章

奏皆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后三杨在阁既久，渐兼尚

书，其后散官加至保傅，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矣。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七



材料二　18世纪，汉族精英在内的社会主流要求强化皇权的思潮兴起。

同时期的清王朝则面临着欧洲列强越来越逼近国门、满汉民族矛盾难

以化解、社会骚动等诸多难题。在此背景之下，康雍乾三帝靠着“实

行”和“武略”两大法宝，在漫长的政治体制变革路上如密折制、密

谕、“廷寄”、军机处、秘密立储等，举凡国家权力机构、政治制度

有所兴革。就这样，持续百年，历尽坎坷，终于在改造传统宰相制和

前明内阁制的基础上，创建出最便于人主乾纲独断的新型政治体制组

织机构和运行机制。

——摘编自郭成康《18世纪清朝国家政体变革再思考》



解
读

材料一中明确了内阁在不同时期职责的变化，分析了内阁大学士“无

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的原因。

材料二中清朝政治体制变革是在国内外诸多难题的背景下开展的，这

些变革的目标在于实现人主乾纲独断。



(1)根据材料一，指出内阁逐渐“势重”的主要原因。结合所学知识，分

析内阁阁臣是否真的“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

试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因：有了票拟权。

分析：内阁是协助皇帝处理国政的助理机构，并没有宰相的地位

和权力(内阁始终没有取得法定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行政机构)。

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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