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进入近代后中华民族的磨难与抗争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与世界

英国鸦片走私对中国的负面影响（17）
为什么说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半封建的中国？（19）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六个特征（20）
近代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21-22）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2-23）
两大历史任务（23）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军事侵略（23-26）
政治控制（26-29）
经济掠夺（29-32）
文化渗透（33-35）

反抗外国武装侵略的斗争

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35-36）
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36-38）
在反侵略斗争中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38）
边疆危机和瓜分危机（38-39）
义和团运动的意义（40-41）
义和团的局限性（41）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社会制度的腐败（42-43）
经济技术的落后（43-44）
鸦片战争后早期维新思想（44-45）
甲午战争后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45-46）

第二章：不同社会力量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太平天国运动



背景（49）
《天朝田亩制度》的意义与局限（51）
《资政新篇》的内容（51）
《资政新篇》的意义与局限（52）
失败原因（52，53-54）
意义（53）

洋务运动

背景（55）
事业内容（56-57）
历史作用（57）
失败原因（58）

维新运动

背景（59）
宣传维新主张的六个行动（59-60）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及意义（60-61）
变法内容（62）
意义（63-64）
失败原因与教训（64-65）

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 背景（68-71）
三民主义的内容与局限性（73-75）
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75-76）
要不要实行共和（76）
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76）
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意义（76-77）
论战所暴露的革命派的思想理论弱点（77）

辛亥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派暴露出的软弱性和妥协态度（78-79）
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项政策内容（79）



南京临时政府的局限性（79）
《临时约法》的意义与局限性（80）
辛亥革命的意义（80-82）

北洋军阀统治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83-85）
军阀割据局面的两个深刻原因（85）
北洋政府的负面影响（85）
孙中山的功与局限（86-87）
辛亥革命失败原因（87-88）
如何评价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88-89）

第四章：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新局面

新文化运动

内容和意义（92）
局限性（92-93）

十月革命

意义（93-94）

五四运动

发生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95）
直接导火索（96）
特点（97）
意义（97-98）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分类（98-100）
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特点（100-101）
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特点（101）
中共的早期组织（102-103）
中共的早期活动（104-107）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特点（108-109）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109）
民主革命纲领（109-110）
工农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的开展（110-111）

第一次国共合作

形成背景（111）
新三民主义（112）
大革命的准备（112-113）
大革命的内容（114）
为什么称之为大革命？（115）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作用（115-116）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116-117）
大革命的历史意义（117）

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国民党军事独裁统治的内容（121-122）
白色恐怖（123）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八七会议、三湾改编、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等（124-125）
古田会议的意义（127）
反围剿战争与土地革命（128-129）

曲折中前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意义（129-130）
党内多次出现“左”倾错误的原因（130-131）
“左”倾错误的恶果（131）
逃跑主义错误（132）
遵义会议的意义（133）
长征胜利的意义（134-135）

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背景（138）
日本侵华计划步步得逞的原因（139）
日军罪行（140）

中国人民奋起抗日

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141）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141-142）
一二九运动（142）
第二次国共合作（144-145）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爱国官兵的英勇抗战（145-146）
国民党对日作战大多失败的原因（146）
国民党抗战日趋消极（146-147）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共产党

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148）
为什么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148）
《论持久战》的意义（149）
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149-151）
游击战争的作用（151）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151-152）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152）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52-153）
“三三制”（153-154）
减租减息，发展生产（154）
文化建设与干部教育（154-155）
抗日民主运动（155）
抗战文化工作（155-15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56-157）
新民民主义理论（157-158）
整风运动（158-159）
中共七大（159-160）

抗战胜利

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162-163）



世界对中国的援助（164-165）
抗战胜利的原因（164-165）
抗战胜利的意义（165-166）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从争取和平民主到击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战后的政治形势（168）
为什么说通向新中国的路仍然是崎岖的？（168-169）
为什么蒋介石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169）
美国支持国民党的原因及措施（169）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和平民主？（169）
政协会议协议的意义（170）
为什么说”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171-172）
全面内战爆发时的严峻形势（172）
为什么”必须打败蒋介石“，且”能够打败蒋介石“？（172-173）
击退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措施（173）

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173-174）
土地改革（175-176）
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176-177）
学生运动的高涨（177）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178）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178-180）
抗日胜利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态度（180-181）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政策（181）
为什么”中间路线“行不通？（181-182）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183-184）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三大战役（184-185）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185-186）



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186-189）
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189-190）
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190）
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