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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2021_2022__E3_80_8A_E

4_B8_AD_E5_9B_BD_E5_c38_60826.htm 【知识要点】 本单元

叙述的是从1368年明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清朝的历史

。这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社会由盛而

衰的阶段。 明清统治者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专制主义的措

施，这些措施的核心是加强君权。明朝前期在加强对中央官

吏和地方官吏的控制方面上下并重。在中央废丞相，权分六

部，在地方行中书省，设三司。设厂卫特务机构，加强对官

吏的监视和对人民的镇压。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八股取土，

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清朝，皇帝通过设军机处，集大

权于一身。清政府一再兴起文字狱，严酷压制知识分子的反

清思想。君主专制统治达到顶峰。这充分表明自战国以来的

封建制度即将走到尽头，仅靠正常的统治措施已无法维持对

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显示出封建制度

的衰落和统治基础的日益腐朽。 明朝建立初年，政府采取了

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使农业、手工业得到较大的发展。

商品经济空前活跃。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江南的

某些城市里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萌芽。清

代前期，资本主义萌芽在缓慢的发展着，但腐朽的封建制度

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缓

慢发展，是封建制度渐趋衰落在经济上的反映。 明清时期，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得到巩固，封建统治者注重发展同

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多次取得反

对外国侵略和粉碎企图分裂祖国活动的胜利。明朝民族英雄



戚继光领导戚家军，经台州九捷，荡平浙东倭寇。与俞大猷

配合，基本上扫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巩固了海防。1661

至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军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康熙帝亲自出征东北，1685年和1686年，领导清军两次雅

克萨自卫反击战，打败沙俄，迫使沙俄于1689年签订了中俄

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黑龙江流域

，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是中国的领土

。明朝建立之初，蒙古族分裂，瓦刺进攻明朝失败后日益衰

落。鞑靼部俺答汗主动与明朝通好，修呼和浩特城，促进蒙

古经济的发展。清朝统治者平定了噶尔丹的分裂活动和回部

贵族大、小和卓的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土尔扈特部在

首领渥巴锡率领下，千里迢迢返回祖国。明朝郑和七次下西

洋，密切了同海外各国的政治联系，促进了各国经济、文化

的交流。清朝统治者对外奉行“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中

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 明清时期

的文化，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

科学技术仍走在世界前列。出现了《本草纲目》、《农政全

书》、《天工开物》等总结性的科学巨著。随着封建制度的

衰落和专制主义的空前强化，出现了一些具有反封建的民主

思想的哲学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清文学以小

说和戏剧为主流。《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

、《红楼梦》等作品，表现出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中

不乏鞭挞封建礼教、反映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内容。绘画艺

术方面，诗、书、画合为一体；对我国书画界产生很大的影

响。明清时期的教育，具有君主专制的强烈色彩，八股取土

使科举制失去了往日的积极意义，文字狱、查封书院或改为



官办书院；也正是封建制度的衰落在教育方面的反映。西方

传教士东来，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 【重要概念

】 靖难之役；八旗制度；文字狱；资本主义萌芽；改土归流

；理藩院；西洋、南洋。 【易混史实】 李贽与黄宗羲、顾炎

武、王夫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