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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7_A0_94_E5_8E_c67_475298.htm 一、08年历史学大纲的变

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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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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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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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综合分析、考试题型预测及复习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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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19世纪后期的社会进化论、马克

斯#8226.丘吉尔、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奇怪战争”、敦刻尔

克大撤退、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斯大林格勒战役、

库尔斯克战役、阿拉曼战役、中途岛之战、瓜达尔卡纳尔岛

之战、开罗会议、开罗宣言、德黑兰会议 第二战场、东方战

线、诺曼底登陆、戴高乐、艾森豪威尔、雅尔塔会议、雅尔

塔协定、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雅尔塔公式、柏林战役、波茨

坦会议、波茨坦公告、麦克阿瑟 。 第11个子目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的世界。本子目的重点是“雅尔塔体系与联合国的建立

”、“冷战与两大阵营的对峙”，这两个知识点应作为08年

备考复习的重点，是出简答题的首选素材，如比较凡尔赛华

盛顿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比较国际联盟与联合国、冷战局面

的形成及其影响等。此外，该子目中有大量的重要名词需要



掌握，如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雅尔塔公式、联合国制宪会议

、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雅尔塔体

系、冷战、凯南电报、遏制、富尔顿演说、铁幕、诺维科夫

报告、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莫洛托夫计划、经济互助委员会、共产党和工

人党情报局、华沙条约组织、两极格局、旧金山对日和会、

第一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 奠边府大捷 1954年日内瓦会议 和

平演变 和平战略 戴维营精神 第二次柏林危机 东京湾事件 卡

斯特罗 猪湾事件 柏林墙事件 加勒比海危机 部分核禁试条约 

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 尼克松主义 赫尔辛基宣言 星球大战计划

超越遏制战略 外交“新思维” 茉莉芬事件 圆桌会议协定 蒙

巴顿方案 贝尔福宣言 自由军官组织 纳赛尔 万隆会议 尼赫鲁 

“纳沙贡” 莫里斯防线 埃维昂协议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不

结盟运动 七十七国集团，等等。 第12个子目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当代新科技革命”本身就可命制

一道很好的简答题，同时又可由前面的两次合在一起命制大

题；“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注意准备简答题；“战

后美国的内政与外交”可分成两部分，其内政包括历届政府

实行的一系列重大治国方略，如杜鲁门的公平施政，艾森豪

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等等，还应包括国内出现的一些重大

变化，如麦卡锡主义、黑人民权运动等，前者可作一般把握

，后者应重点复习，其中以应对名词解释为主；外交部分实

际上主要就是指“美苏冷战”的演变态势即在此态势下美国

外交政策的调整，这是命制简答题的一个很好素材，应作认

真复习。“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与外交”重点应注

意其外交，即联邦德国由哈尔斯坦主义到勃兰特新东方政策



的演变、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英国的英美特殊关系及三环外

交，这就是所谓的西欧各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倾向；“西欧的

一体化进程”在07年考过一道名词解释，估计今年将不会再

从中出题，因此仅作一般了解即可。 第13个子目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的苏联与东欧。该子目所含知识点，重点是“赫鲁晓

夫改革”、“苏联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内含勃列日涅夫改

革)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如此则将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实际上用

改革给串连了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专题，也是命制简答

题的很好素材，务必在复习中将这条线索梳理出来。除此之

外，其他的内容应重点注意把握其中一些重要的名词，如贝

利亚事件 “解冻” 苏共二十大 “三和路线” 《关于个人崇

拜及其后果》报告 铁托 苏南冲突 铁托主义 社会主义自治制

度 匈牙利事件 波兹南事件 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 “发达社会

主义”理论 利别尔曼建议 苏联新经济体制 特权阶层 有限主

权论 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 戈尔巴乔夫 “加速发展”战略 戈

尔巴乔夫“新思维”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 苏共

第19次代表会议 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告苏联人民书 叶利钦

“8&#8226.19”事件 阿拉木图宣言 独联体 团结工会 布拉格之

春 两德统一 东欧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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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