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学 

【考试科目】 

中国近代史、中国当代史 

【考试范围】 

中国近代史：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鸦片泛滥及其危害；禁烟运动；英国发动侵略中

国的战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及其危害；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社会经济的变化；

思想与学风的转变；洪秀全和金田起义；《天朝田亩制度》；天京变乱；《资政新

编》；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及其历史意义；《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辛酉政变

及其影响；洋务宗旨的提出和洋务派的形成；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洋务运动

的主要内容；官督商办；洋务运动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

产生；思想文化的演变；新疆收复和《伊犁条约》；日美侵略台湾；《烟台条约》；

中法战争及其结局；清廷内部主战主和分歧；日本侵华的野心及其实施；《马关

条约》；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原因及影响；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格局的形成及其体

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戊戌变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维新派的宣传活动；维新与守旧的争论；百日维新；戊戌政变；戊戌变法的历史

意义及其失败原因；义和团兴起的原因；义和团的起源、口号、组织形式；义和

团运动的历史意义和评价；“东南互保”；《辛丑条约》及其危害；辛亥革命爆发

的历史背景；清末新政；孙中山和兴中会；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出

现；二十世纪初年的反帝爱国运动；同盟会成立；“三民主义”；革命派与改良派

的论战；国会请愿运动；保路运动；武昌首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窃取

革命胜利果实；辛亥革命的评价；二次革命；洪宪帝制；护国运动；张勋复辟；

护法运动；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中西文化问题论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五四运动；五四后的新思潮；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和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

合作的建立；“新三民主义”；北京政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国民会议运动；

“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三二〇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北伐战争；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宁汉合流”；东北易帜；

国民党统治初期的内政外交；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八七会议；各地



武装起义的发动；中原大战、国民会议；《训政时期约法》；“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土地革命；中共内的路线之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成立；《塘

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新生活运动”；王

明“左”倾错误的发展；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及

失败；红军长征及其胜利；遵义会议；华北事变；八一宣言；“一二九运动”；国

共两党政策的转变；“五五宪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全国团结抗日局面的

基本形成；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正式形成；太原会战；

“抗日救国纲领”；《论持久战》；南京失陷及南京大屠杀；台儿庄大捷；《抗战建

国纲领》；国民参政会；武汉会战；汪精卫叛变投敌；国共关系逆转；皖南事变；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百团大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战区的成立；中国远征军

入缅作战；开罗会议；三三制原则；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整风运动；中国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苏友好同盟

条约》；日本投降；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及其评价；抗日战争胜

利的原因和历史意义；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历史地位；重庆谈判；双

十协定；政治协商会议；中美商约；制宪国大；中间路线及其破产；中国共产党

的战略反攻；国统区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三大战役；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崩溃；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北平和谈；《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原因；批判旧道德宣扬新道德；新文学的出现；东西文化问题；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中国社会性质

问题的讨论。 

 

中国当代史： 

国歌国旗国徽；《共同纲领》；新中国初期外交方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三大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特点；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论十大关系》；知识分子的春天；双百方针；中共八大；反右派运

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炮击

金门；中苏分歧；“八字”方针；“七千人大会”；三线建设；中印边界自卫反击

战；文革发动；红卫兵行为；“二月抗争”；文革的影响；文革的经验教训；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 

 

【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