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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80_83_E7_A0_c73_382083.htm 一、2008年中国近现代史在

综合考试中所占的比例及重要地位 历史学专业综合考试试卷

满分是300分，考试时间是180分钟。在整个历史专业综合考

试中，中国通史占50%，世界史占50%。其中中国近现代史

占20%，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史的分值占了中国通史的40%，

和中国古代史的分值比起来，它的重要地位略逊一筹。但是

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是十五章，比中国古代史多七章。虽然

内容多但是分值占的比重小，也就是说出题量上会相对小些

，对于这么多的内容，出题少就意味着会出一些重要的知识

点。可能会着重于大面上的东西。从新大纲的考查范围，我

们可以看出来中国近现代史虽然时间跨度不如中国古代史的

时间长，但是要求掌握的内容却是很多。特别是晚清民国时

期的内容很多，而且很重要，必须好好把握，拿出足够的时

间来复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则在考试中占

的比重很小。在复习的时候可以不必细致的去抠。对于中国

近现代代史的内容具体的时间分配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不同情

况来决定。晚清民国基础好的就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花

点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好的就在晚清民国史上多花点时

间，但是重点仍然要放在晚清民国上。对于晚清民国几次的

重要运动，像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等要好好掌握。 二、对2008年中国近现代史大

纲调整的宏观分析 新大纲出现以后，经过仔细分析及研究发

现：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在总体上相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说，



变化挺大，大纲上增加了从第八个方面的知识点，“太平天

国农民战争”；“从兴中会到武昌起义”；“南京大屠杀与

日军暴行”；“抗战时期的社会经济”；“延安整风”；“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战后国

民党的统治与人民的反抗斗争”；“民国时期的各种思潮”

；可以看出来的是增加的知识点都是关于晚清民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没有增加新的知识点。删掉了从第一章到第十

章的十四个知识点，删掉的内容很多，也全部都是晚清民国

的内容。调整 内容也很多。2008年中国古代史大纲较但是主

要也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来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没有任何变化，和去年的考查范围完全一样。在中国

近现代史中，对一些知识点的表述进行了微调，除力求正常

的语言精当和表述更加准确的变化之外，还有一些词句上的

变化，反映出命题中心在考察思路上的调整。将戊戌维新运

动改为戊戌变法；南京政府的建立及全国统一改为南京政府

的建立及其政治制度；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与高涨改为抗日

救亡运动。将考察方向更加明确集中，减低了部分难度。 总

得来说，中国近现代史变化较大，但是主要集中在晚清民国

时期。一些重点知识仍然是考察的对象，需要好好把握！ (

一)对2007年中国古代史考试大纲及考题的分析 今年是历史学

实行专业综合考试的第二年，从去年的考题来分析，我们可

以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去年大纲规定的考试范围来看

，考查的都是一些重大、重要，有着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从2007年的考试真题来看，考试题和大纲的联系比较紧密，

出现的考题一般都在大纲的范围内，没有很难很偏的题出现

。考的内容也都是大面上的，不会像统考之前各个学校自主



命题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很细节的题，让人无法把握。 从出题

来看，在选择题方面，共20个题，而中国近现代史占了5个，

占了总选择题的四分之一，其中晚清民国时期出了四个选择

题，占中国近现代史的80%，分值很重。其中出了两个排序

题，对时间方面和事件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名词解释只出现

一个，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这是新四军的全称。

由此可以发现，我们在记忆一些名词的简称时还必须了解它

的全称。如果不知道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就是新四军

的全称，答题肯定会茫然不知所措，可能会答非所问。 史料

分析题只占一个中的一小问，问的是清政府变革科举的措施

，是很简单的基础知识。只要掌握了大纲范围内规定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理论，这个题目就会很容易的答出来。所以基础

知识一定要牢牢掌握，因为不仅有可能在选择和名词解释题

中出现，在史料分析方面也会涉及。 简答题一个，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这是大纲上的考察范围。而且是大

面上的很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影响，所以比较简单，很好把握

。就是答题的时候可能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

来分析，做到全面。不会出现一点内容都答不上的问题，只

是在答题的时候在全面方面可能考生的成绩会出现差距，拉

开距离。重要的知识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影响，意义一定

要熟记，因为这是出简答题的一个很重要方面的依据来源。 (

二)对中国近现代史2008年大纲知识点的分析及考点预测 1. 关

于2008年中国近现代史考试方向的总预测 中国近代史始

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

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

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



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

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

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

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

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

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

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

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

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

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

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

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

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

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

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

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

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

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

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

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

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

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

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现代史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

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新

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等

，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 

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

、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由新民主

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956年，我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

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

文化基础。但是，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也出现过大跃

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急躁冒进的错误，甚至出现了"

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 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进入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

践中逐步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理

论指导地位的确立，成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

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民主法制、科学技

术、国防建设、民族团结、文化教育、对外交往各方面取得

显著成就。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家日益繁荣富强，人

民生活明显改善。"一国两制"由构想变为现实，祖国和平统

一大业取得历史性进展。 上面我们分析了2007年的考试大纲

的考查范围和考试真题，并对两者的联系做了解析。 08年的

中国近现代史在综合考试中占的比重仍然为20%，和去年相

比，没有变化，所以今年在选择题，名次解释题，史料分析



题和简答题方面，应该在出题量和具体哪种类型占多大方面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具体请参照上面分析的关于2007年真题

里各个类型的题占多大比重。 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学专业综合

考试出现后，新的考题更加注重大面上的东西，不会死抠很

偏很难把握的名词解释或者选择题。所以2008年，因为仍然

是综合考试，所以太难太偏太无法下手的考题一般不会出现

。大家只要对大纲范围内规定的基础知识点好好把握，选择

和名次解释题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中国近现代史考试

的题目都是比较简单的内容，很容易把握。 从去年的出题来

看，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往年各个学校自主命题时

就经常考到。所以在综合考试真题只有一年(2007年)可以参考

的情况下，可以参看一下往年一些重要学校关于中国近现代

史的考试真题。对于把握大方面和重要方面的知识来说还是

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的。尤其是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大学等学校的

历年考试真题都可以拿来看一下。 2. 2008年大纲重要知识点

分析及考点预测 从大纲列出的考试点来看，也主要是晚清时

期的侵华战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北洋政局和社会改

革这种大的变化，这点来说，改革对咱们考察来说也未尝不

是一件好事。在2007年的考试题中，也是这些方面的内容占

据了主要分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容虽多，但是考察的内

容不会占太多的分值。 1)对增加的考点进行分析并对出题类

型作出预测及指导 (1)第二节增加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对战争的过程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几次具有转折性质的战

役要记住。这可能会出现选择题或者名次解释题。 (2)第五节

增加了“从兴中会到武昌起义”；当时建立了哪些团体，像



兴中会，光复会等等，对于建立的时间，领导人，地点要好

好掌握，可能会出现选择题。 (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发展的原因，表现等要好好把握

。原因要注意内因和外因。外因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最好

按照发展的过程做一个系统的整理。 (4)第八节增加了“南京

大屠杀与日军暴行”；日本篡改教科书歪曲历史事实，对于

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暴行应该好好掌握，这是对日本行为的

最好反驳。应该结合现实情况去理解。 (5)“抗战时期的社会

经济”；表现有哪些？要好好掌握，可能出现史料分析题。

(6)“延安整风”； 整风运动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运动，对于它

开展的原因，内容，意义都要认真把握。出现简单题的可能

性很大。尤其是它的意义的重要性更突出。 (7)第九节增加了

“战后国民党的统治与人民的反抗斗争”； 它的具体的表现

要知道，同时揭露了国民党的本质要了解。国民党是代表大

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实行一党专政。人民的反抗斗争要

知道，像国统区的第二条反蒋战线。 (8)第十节增加了“民国

时期的各种思潮”；要了解各种思潮的背景、内容、代表人

物。思潮的出现是有内外两方面的大原因的，要仔细分析。

2)对调整的考点进行分析并对出题类型作出预测及指导 (1)第

一节把07年重要的不平等条约增加为重要的不平等条约及其

影响，增加了影响要注意。对一些重要的条约的内容要熟记

。要把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列出来，然后整理出内

容和影响。影响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各个方

面，这在答题的时候要全面。有可能出现简答题。 (2)把07年

义和团运动的背景、过程和结局改为义和团运动。这看似是



缩小了内容，其实是陷阱，内容仍没变化，只是说法变得笼

统了，但是这不代表考察的范围变了，越是笼统，模糊的问

题越是要仔细推敲。 (3)第四节把07年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

发展和特点改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删掉了发生、特点。

上面已经分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在此不赘

述。 (4)第五节把07年的戊戌维新运动改为戊戌变法。换汤不

换药的表现。对于戊戌变法的影响要记住，不仅要知道对当

时的影响，还要注意它的长远影响。可以查一下关于戊戌变

法的专著性文章或者书籍，做一个全面性的总结。可能出现

简答题。答的全面就是你的制胜点。 (6)第六节把07年北洋军

阀的统治改为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增加了袁世凯的统

治。要对袁世凯的统治进行系统的把握。 (7)第七节把07年南

京政府的建立及全国统一改为南京政府的建立及其政治制度

。对于政治制度要有整体上的认识与掌握并要了解对它的评

价。有可能会出现史料分析题。 (8)第八节把07年抗日救亡运

动的兴起与高涨改为抗日救亡运动；对于其背景，过程要了

解。 3)对于中国近现代史重要知识点的梳理 (1)两次鸦片战争

的原因，过程，后果要好好把握。有可能在这部分内容出很

细节的选择题，名词解释题。 (2)太平天国的政权和制度 具体

采取了哪些制度，像《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评价要熟记

，有可能出现简答题。 (3)洋务运动 关于洋务运动的背景，洋

务派和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和地方的代表人物都要掌

握。洋务运动的内容，前期求强，后期求富所采取的措施要

知道。建立的一系列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对于建立的时间

，地点，代表人物等要熟记。对于他的内容，影响有可能会

出现简答题和史料分析题。 (4)清末新政 这是清政府的一次重



要的自救运动。对于背景，内容，意义要熟记。史料分析和

简答题的可能性很大。 (5)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晚清的教育改革 

一些具体措施可能会作为选择题来出现。 (6)维新变法思潮及

戊戌变法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要知道。这都是晚清时期的重要

活动。要从背景，内容，意义方向好好掌握。对于当时的代

表人物，像王韬，陈礼垣等人物具体的思想要知道。 (7)孙中

山与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思想，三民主义的内容都要熟记。可

能出现选择，简答题。 (8)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双方论战的

内容，焦点集中在哪方面要知道。可能会以简答或者选择题

的形式出现。 (9)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的统治 这是统治上的黑暗

时期。对于统治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像二十一条，可能作

为名词解释出题。像张勋复辟也可能出名词解释。 (10)新文

化运动 这是很重点的内容。往年各个学校的自主命题中经常

考察，有时作为名词解释考察，有时作为简答题考察。无论

是从哪方面来考，都要把握住背景，内容，意义。要注意它

的长远影响。 (11)五四运动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口号一定要知

道什么时间提出来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还我青岛”等。

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也要熟悉。最重要的是它的意义。一定

要记住，非常有可能出现简答题。以往很多学校考过。 (12)

第一次国共合作 这次合作是怎样形成的？这是需要自己动手

整理的东西。有可能作为简单题出现。 (13)西安事变 这是非

常重要的一次事变，尤其对于事变的影响要熟记。当时事变

发生后国际，国内的反应要熟记。国际上像苏联，美国，英

法等国家，国内像冯玉祥等军阀的态度要注意。中共主张和

平解决西安事变，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为全国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14)内战爆发，三大战役与解放



军渡江作战 对于三大战役的起止时间，每次战役的领导人和

作战地区以及作后消灭敌人的总数要记住，因为有可能会出

现选择题。 (15)新中国的巩固与经济建设 这方面的知识点要

掌握，新中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巩固的。像三大改造，抗美援

朝，土地改革等内容都要知道并好好把握。经济建设的成就

也要知道。像2007年的选择题就出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

间。 (16)经济建设的曲折 要了解1956年中共八大的重要意义

。对于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要掌握。 (17)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 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意义要了解。 (18)特区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特

区设立的时间，先后顺序要知道，有哪些特区要知道。有可

能会出现选择题。 1.《中国近代史》，李侃，中华书局出版

社 《中国近代史》作为高等院校的历史教材，从1977年初版

至今，先后经过三次修订，累计印行100余万册，在高等院校

的历史教学和广大读者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通过教学实

践和读者的检验，得到了公众的承认。在以往的考研中，这

本书是很多学校的参考书目，是考研中必须看的一本书。 中

国近代，是社会动荡剧烈，国内外矛盾和斗争复杂尖锐的历

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充满了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

反压迫、变革和反变革、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近代的历史

，既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

斗争史和光荣史。内容十分丰富，领域非常广阔。作为中国

近代史教材的基本要求，一是要根据历史事实，讲述历史的

发展过程；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科学地分析和说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使得学生和

读者通过这部教材，对于中国近代的历史有一个比较系统、



比较全面的了解，并且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比较坚实的基

础。 2.《中国现代史》，王桧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桧

林的这两本书，有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两

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是到1949年，而高等教育出版社

的则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容。大家可以根据具体需求来

选择版本。 这两本书读起来都比较费劲，一方面是内容比较

繁多，另一方面是语言方面比较讲究。 但是这两本书之所以

重要是因为它被很多学校作为考研参考书目来用。所以参考

性价值比较大一些。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沁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由何沁教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二版)应运而生，满足人们的要求。

该书是目前出版的诸多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中较好的一部，是

一部比较完整，忠实可靠，可供广大 群众学习和了解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的上乘之作。 首先，它详尽地记录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50年来波澜壮阔的历 史，覆盖面极大。该书共用十

章的篇幅和55万字，按历史顺序分别记 录和叙述了1949年开

天辟地的建国、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艰苦的国 民经济恢复

时期、1953年到1957年轰轰烈烈的一五计划建设和三大改 造

，1956年到1966年十年曲折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1966年

到1976年令人刻骨铭心的十年动乱，以及1978年伟大的历史

转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和改革开放在全国各个领

域的蓬勃展开，一直写到建 国50周年。全书涉及50年来共和

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 等各个方面。国家的重

大决策，各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国家领导人 的重要活动，

以及广大群众的创造性工作，书中都有详细的反映。该 书含

盖面之大，内容之丰富，记录之翔实，是诸多共和国史中少



见的。 这就为广大读者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0年历史，了

解历史上一些重 大事件的真相，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其次，

该书不仅对共和国50年的历史做了详尽而忠实的记录，而 且

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对 50年来国家的重大决策，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以

及重要的历史人 物，都有较为深刻和实事求是的评析，帮助

读者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 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 再次，该书

并不满足于对历史的一般追述和客观的反映，而是在 弄清历

史事实和提供必要材料的基础上，注意对历史经验的挖掘、

总 结和吸取，对5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取得，挫折和失

败的发生， 以及为后人留下的经验教训，都作了比较正确和

全面深入的总结。这 就使该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具有一定

的深度，不仅使读者了解了共 和国的历史，而且从中受到启

发，牢记经验教训，这对大多数读者尤 其是青年读者和从事

实际工作的人是很重要的。该书在第二版中增补 了十四大以

后到建国50周年的历史，进一步突出和加强了对建设有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这对读者历

史地了 解和学习邓小平理论，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积

极投向于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都是有所帮助的。 还有一些很

多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书，大家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

我上面推荐的都是几本比较重要的。 此外，大家也可以看一

些关于历史方面的杂志或者比较权威性的刊物。比如各个学

校的院报，还有 《历史研究》 《人大复印资料》 《史学理论

》等等很多方面的关于历史专业的。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看

一下，丰富自己的视野，开拓自己的眼界。 以上我们从宏观

、微观以及参考书等方面分析解读了08年历史学大纲的中国



近现代史部分。关于大纲规定的中国近现代史部分的每个知

识点的详细解析，海文专业课将会在上课当天当堂发放。 万

学海文独家创作稿件，转载请取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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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