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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坐标]



内 容 索 引

课时导学

知识梳理

重点研习



课时导学



[目标素养]

1.了解明朝建立、明初加强皇权的措施,认识君权的强化有利于国家的统

一,但也是古代中国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表现

2.掌握郑和下西洋、戚继光抗倭的基本史实,理解其意义,了解明朝对外交

往的方式

3.了解明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分析明清易代的原因,并从中总结教训



[知识概览]



知识梳理



一、明朝政治制度的变化

1.明朝的建立:元末农民起义将领　朱元璋　势力逐渐强大,统一了南方大

部分地区。1368年,朱元璋称帝,定都应天府,国号大明。同年,明军攻占大

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 



2.明朝加强君主专制的措施

(1)宰相制度的废除

(2)内阁的设立 



(3)宦官专权

①原因:宦官比内阁更多地得到皇帝信任。

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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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锦衣卫。 





二、海上交通与沿海形势

1.郑和下西洋



2.海禁与抗倭

(1)背景:从元朝末年起,日本海盗不时在我国东部沿海骚扰,被称为

“　倭寇　”。明朝前期,朝廷出于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的目的,严厉禁止海

外贸易。 
(2)结果: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海盗、奸商等与倭寇勾结,进行走私活动,出

没沿海,烧杀抢掠,造成巨大破坏。

(3)措施:明廷派遣大将　戚继光　等人平倭;东南沿海形势稳定下来,朝廷

放松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 



3.欧洲殖民者的掠夺

(1)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取得了在濠镜澳(今澳门)的租住权。

(2)荷兰和西班牙分别占据　台湾岛　的南部和北部。明朝末年,西班牙被

荷兰击败,退出台湾。 



三、内陆边疆与明清易代

1.明朝与边疆的关系

蒙古

元朝灭亡后,蒙古人逐渐形成鞑靼、　瓦剌　两大集团。为防御他们

南下,明朝重新修筑了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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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剌曾经在战役中俘虏了　明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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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

藏族地区在明朝时称为乌思藏。明廷封授给当地的僧俗首领法王、

王等称号。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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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
在黑龙江流域设立奴儿干都司进行管理,并对东北女真各部落首领封

授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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