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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382185.htm 一、世界近现代史在历史学基础

考试中的比例和地位 按照08年考试大纲的规定，世界近现史

部分在考试中所占比例为30%，也就是90分。这一点与07年相

比没有变化，估计今后这一比例也将维持不变。世界近现代

史包含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两部分内容，在考纲中共划

分为19个子目，68个知识点。这部分内容在整个历史学本科

教学及历史学学科体系中，构成了世界通史教学的第三和第

四两部分，从本科教学内容的安排和课时的分配来看，该部

分内容均大大超过世界古代史。对于这一点，从当前最为权

威的大学本科历史学世界通史教材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

卷本世界通史教材的编纂上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该教材六卷

的划分情况为：世界上古史一卷，世界中古史一卷，世界近

代史两卷，世界现代史两卷。可见，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中世界近现代史能占到30%的比重绝非偶然，它是由世界近

现代史在整个世界通史体系和世界通史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

的。 在07年考试中，世界近现代史部分所占的90分的分布情

况为：选择题为7个小题14分，名词解释为2个小题16分，材

料题1道30分，问答题1道30分。这几道题目除材料题需略微

涉及到世界中古史的部分知识外，其余均为独立考查世界近

现代史内容，为单纯的世界近现代史题目。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在教材编写、学科划分及实际教学中，世界近代史于世

界现代史分属两个严格区分的领域，但在考纲中却是将这两

部分实行了合二为一的编排法。在此实际上体现了考纲制定



者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将16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整

体，这显然是与当前学术界的普遍做法一致的。而从测试学

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渗透了命题者的这样一个基本思想，

即打破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界限，而将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

史的相关内容进行大跨度的专题考查。这从07年考体重可以

看得出来。不过，由于在现行的本科历史教学中实际上还是

以传统的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两个学科的分别教学为主

，因而从这一角度来看，07年考试显然主要侧重了世界近代

史的考查，两道大题考查的基本上是世界近代史的内容。因

此，08年考试是否还会如此？很明显，如按照测试学规律分

析，08年考试的重点理应转向世界现代史。这一点务请大家

注意。不过从总体上来看，07年考试的确较好地体现了当年

考纲所规定的考查内容比例。据此，可以认为，既然08年考

纲在考试内容的比例上未作变化，而考试中心又对07年考卷

非常满意，因而08年考试也必将在考试内容的分配上遵循07

年考试的精神及08年考纲的原则。惟须注意的是，估计在08

年的考试中07年材料解析题第30题的思路将会继续沿用，即

将会继续出现把世界中古史与世界近现代史知识综合起来进

行考查的题目。至于其他题型，估计不会有什么变化。即选

择题持6~7个，名词解释题2~3个，问答题1个。 二、08年考

纲与07年考纲的比较分析 相对于世界古代史而言，08年考纲

对世界近现代史部分作的调整比较大。其中增加了3个知识点

，分别是：在第4子目“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下增加了“殖

民入侵前的亚非拉国家”、在第7子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下增加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在第12子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下增加了“战后



的日本”。就增加的这3个知识点来看，均是属于补充和完

善07大纲相应子目知识结构的不完整的，以第12目为例，其

子目标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然

而对于二战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日本”却未有列

入，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而同时又有一些知识点在其他子目

或知识点中已经涵盖，因而再将其单列出来显然又是不合理

的，因此08大纲又对此类知识点予以删除。即07大纲第5子目

“近代科学技术与文化”下的“蒸汽技术与电气技术”该知

识点实际上已为第2子目“资本主义的确立与发展”下的“工

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文明”两知识点所包含

，因此08大纲便将其删除；第7子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下的“布列斯特和约”因其实际上已包含在“十月革命”

这一知识点中，故08大纲也对其作了删除。 08大纲在世界近

现代史部分中变动较大的当属对07大纲知识点的整合与修正

了。兹作简要分析如下： 第一类，表述和措辞的改变。包括

以下几处： 第2子目“资本主义的确立与发展”下的“第一

次工业革命”改为“工业革命”，“德国的统一”改为“德

意志的统一”，“列强瓜分非洲与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改

为“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 第11个子目“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的世界”下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解体与第三世界

的兴起”改为“殖民体系的解体与第三世界的兴起”。 从这

些调整看，除了说明07大纲的表述欠严谨、规范、通俗外，

不能说明其他的问题，亦即无论从其内涵还是外延来看都没

有体现出有什么变化。这种调整对复习没有大的影响。 第二

类，知识点的整合。有以下几处： 第10子目“第二次世界大

战”下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与大战的结束”分解为“反



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一

方面加强了这两个知识点的地位，另一方面侧重点发生了重

要变化，即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性”上去把握

它； 第11个子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下的“‘铁幕

演说’与冷战”和“两大阵营在全球的对峙”合为“冷战与

两大阵营的对峙”，这一调整至少表明了两点：第一，旧大

纲的表述不合理，因为“铁幕演说”本身就是冷战史的必备

内容，因此原有的表述将会使人理解为这一知识点仅是让大

家掌握“铁幕演说”与冷战的关系，而大纲制定者的意图却

绝非如此；第二，用冷战来贯穿二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基本

特征、揭示两大阵营对峙的实质，突出了冷战的地位； 第12

个子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下的“英

国的内政与外交”、“法国的内政与外交”、“联邦德国的

内政与外交”合为“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与外交”

，这一整合实际上没有较深层的含义，主要就是使表述更加

简洁，不过也渗透出二战后西欧历史走向联合的趋向，亦即

二战后西欧历史的特点就是走向一体化，这就与后面的“西

欧一体化”一致起来。因此，大家在复习时应注意从整体上

来把握战后西欧的历史。 第三类，范围扩大了的知识点。共

以下几处： 第4个子目“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下的“19世纪

后半叶亚非拉的民族主义运动”扩大为“19世纪中后期亚非

拉的民族主义运动”，这样就将与前两个知识点“殖民入侵

前的亚非拉国家”、“19世纪初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兴

起”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专题，就便于命题者进

行纵向的大跨度专题考查。而07大纲中所不能包含的19世纪

中期的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些重要内容也就纳入了08年



的考试范围，比较明显的如“亚洲革命风暴”等内容。 第6

个子目“近代欧洲国际关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下的“维也

纳会议与神圣同盟”扩大为“维也纳会议与欧洲国际关系”

。维也纳会议在欧洲大国均势与正统主义原则下确立了近代

欧洲的第一个国际关系格局维也纳体系，而神圣同盟仅不过

是俄、普、奥三国维护这一国际关系体系的工具而已，因此

原有的规定远不能涵盖此后欧洲国际关系演变的复杂进程

。08大纲的这一调整则明显地弥补了这一缺陷，从而将此后

瓦解和冲击维也纳体系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也纳入了考试范围

之中，如由“东方问题”引发的克里木战争及由普法战争所

引发的法德矛盾等内容，而这实际上也就与后一个知识点“

列强矛盾与欧洲的均势”连结到了一起。 第6个子目下的另

一个知识点“德法矛盾与欧洲的均势”扩大为了“列强矛盾

与欧洲的均势”，因为19世纪末影响欧洲国际关系的矛盾并

非仅德法矛盾，更重要的应该是英德矛盾，此外还有俄奥矛

盾，而正是由于这些矛盾的激化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此，19世纪后期在欧洲均势下错综复杂的列强矛盾演变

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三皇同盟、三国同盟、三国

协约等理应作为复习备考的重点内容。 第9个子目“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对外政

策”夸大为“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关系”，这是08大纲调

整较大的一个知识点，从而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内容丰富的

国际关系史内容纳入了考试范围，如围绕德国赔款问题及欧

洲安全问题而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苏联与资本主义

国家关系的演变等等。 第9个子目下的“苏联的工业化与‘

斯大林模式’”扩大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斯大林模



式’”，因为斯大林模式既包含政治模式也包含经济模式甚

至还包含文化模式，因此单纯的工业化不足以说明斯大林模

式的形成的，而将工业化扩大为“社会主义建设”就全面了

。这样就把苏联的党内斗争及农业全盘集体化两个内容也纳

入到了考试范围中。 第10个子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下的“

大战前夕法西斯德国的扩张与欧美大国的对策”扩大为“大

战前夕法西斯国家的扩张与欧美大国的对策”，虽一字之差

内容却增加了许多。其中重点是将日本在远东尤其是对中国

的侵略纳入了进来，而只有如此才更加符合世界现代史的应

有面貌，否则这段历史是不完整的。 第四类，范围缩小的知

识点。共两个： 第2个子目“资本主义的确立与发展”下的

“19世纪后半叶英、美、法、德、日等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

社会政策”缩减为“19世纪后半叶英、美、法、德、日等国

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政策”，因法律制度并非该时期这些主要

资本主义国家历史的主要特色，而其主要体现应是这些国家

出现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即专制主义倾向和自由主义倾

向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及其具体体现，如德国的半专

制皇帝制度、日本的近代天皇制、英美法等国的政党制度和

文官制度等。 第13个子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与东欧

”下的“苏南冲突与‘铁托主义’”缩减为“苏南冲突”。

因为什么是“铁托主义”在学术界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因此将其删去自是必然之举。而经过这一缩减，就是“苏

南冲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显得更加醒目。 总之，08考纲的

变化从总体上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遵循世界近现代史学科

体系的内在要求，将许多在07大纲中遗漏的主干知识增加了

进来，从而扩大了08考试的知识范围；二是从知识范围的调



整来看，突出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防止了历史发展线索的

中断，从而使重要历史内容的脉络更加完整、清晰，如此也

就便于命题者的命题工作。 从08考试范围的调整更加注重历

史主干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和专题性来看，复习中一定要

打破孤立分散复习的做法，必须同时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知识

梳理与比较复习，尤其要树立贯通的思想，在复习中有意识

地总结出若干个历史专题，以符合大纲的精神，为在08考试

中取得好成绩做好必要的准备。下面将对世界近现代史各考

点的具体情况及复习策略作扼要分析： 第1个子目16世纪的欧

洲。该子目共有四个知识点，重点是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

地理大发现和早期殖民扩张两个知识点，在复习时重点要注

意其中包含的一些名词解释，及文艺复兴与后面的启蒙思想

的比较等问题。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以准备选择题为主，不

会出现大题。而宗教改革因07年出过一个名词解释，估计08

年将不会再出题。 第2个子目资本主义的确立与发展。这是

世界近代史的主体内容，共有14个知识点。在复习时要注意

知识的整合，具体做法为：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

合在一起进行复习，三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

命和第12子目中的当代科技革命可和在一起复习，美国内战

可与俄国的农奴制改革进行比较复习，日本的明治维新可与

前面的大化革新与后面的战后日本合成一个专题进行复习，

殖民扩张及其后果、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两知识点可与

前面的早期殖民扩张合在一起复习。1848年欧洲革命和德意

志的统一两知识点重点注意名词解释，如资产阶级宴会运动

、法国二月革命、法兰克福议会、1848年革命、俾斯麦、铁

血政策、普法战争、“漏洞理论”、“宪法纠纷”等。“19



世纪后半叶英美法德日等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是一个

较大的问题，因为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重在分别予以

把握，而鉴于07年34题的思路，在复习时应注意纵向把握这

五个国家在进入19世纪以来政治制度和重大社会政策的演变

进程及特点。如英国较为典型的当数其三次议会制度和选举

制度的改革，美国则是其政党制度的演变，法国共和制度复

杂曲折的确立过程等等。“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

过渡”一知识点应从资本主义自身的演变这一角度与第12子

目的“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一起从纵向梳理出这一演

变的脉络及特点，做好出简答题和材料题的准备。总之，该

子目是世界近代史的主干内容，在复习中务必从多层次、多

侧面、多角度予以深入、全面的把握。 第3个子目工人运动

与社会主义运动。该子目虽然是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不可

缺少的内容之一，但就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趋势看，该部分

内容需要重新认识的东西越来越多，而反映在硕士研究生考

试中便是这部分内容将不会再被命题者所看重，因此在复习

中仅作一般了解即可，不必给予太多的注意。 第4个子目亚

非拉民族主义运动。该子目在08大纲中作了调整，增加了一

些知识点，从而使世界近现代史中的这一重要内容得以系统

和完善。正如前面分析中所提到的，在复习中务必将其作为

一个专题进行把握，既要掌握其中的一些重要事件、重要人

物，注意其中的一些重要名词解释，也要有意识地准备一些

大题，如亚洲革命风暴与亚洲觉醒的比较，亚非拉民族主义

运动的演变等等。 第5个子目近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该子目

的重点是“近代思想文化的主要成就”，包括启蒙思想、19

世纪前半期的主要社会思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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