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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掌握各阶级探索抗争的主要事实、特点及对中国社会的

影响；能够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探索抗争活动之间的

联系，认识到各阶级的抗争探索是向前发展的，水平不断提

高；总结各阶级探索抗争的经验教训。一、近代前期： 1840

年～洋务运动： 基本史实：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洋

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 特征：尚未产生新的阶级，主要由

农民、地主阶级进行，向西方学习，但停留在"器物"阶层。

19世纪六七十年代～1919年： 基本史实：早期维新派的主张

、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特征：资

本主义产生发展，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学习西方制度，

企图通过变法、革命等方式建立资产阶级政治体制。 二、近

代后期： 1919～1927年： 基本史实：中共成立、工人运动高

潮、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 特征：无产

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学习俄国 革命，坚持城市革命道路；中

共领导工人运动失败；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领导大

革命。 1927～1937年： 基本史实：三次武装起义、八七会议

、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五次反围剿、长征、遵义会议

、八一宣言、西安事变。 特征：国共十年对峙。中国开辟农

村包围城市道路；中共走向成熟；随着中日矛盾上升，中共

开始走向联蒋抗日 1937～1945年： 基本史实：第二次国共合

作、中共开辟敌后战场、人民战争路线、《论持久战》、中

共七大、根据地建设、抗战胜利。 特征：全民族抗战。国共



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取得抗战胜利。 1945～1949年： 基本

史实：重庆谈判、政协会议、粉碎国民党进攻、战略反攻、

决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新政协会议。 特征：人民解放战

争的胜利。 三、新中国建国后 1949～1956年： 基本史实：巩

固政权和恢复发展经济的措施、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

、一五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特征：新中国成立

和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6～1978年： 基本史实：《论十大关

系》、中共八大、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反右倾斗争、"八字方针"、七千人大会、"文革"

、外交成就。 特征：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1978

年至今： 基本史实：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共十二大、十

三大、十四大、十五大。 特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二）重点讲解 近代前期应注意

问题： 1．正确理解近代统治集团内部、资产阶级内部、洋

务派同早期维新派的分歧和一致性 ① 统治阶级内部 顽固派和

洋务派的分歧在于对待学习西方态度不同。顽固派因循守旧

，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反对一切外洋事物和改革；洋务派

则主张中体西用，洋为中用的方式求取富强。一致性表现在

：都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结果都因未能抵御外敌侵略而宣告

失败。 ② 资产阶级内部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成长中的

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倾向上出现分歧，形成两个派别，即维

新派和革命派。分歧：维新派主张维新变法，实现君主立宪

；革命派则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中国实行

民主共和。 一致性更强，表现在： a 都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几

乎同时登上政治舞台；b 都要求挽救民族危机，建立资产阶



级统治，发展资本主义。C 革命实践上相辅相成。革命派民

主思想的传播动员了人民，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与维新派

有历史渊源的立宪派乘机活跃起来；反过来，立宪派放弃对

清政府的幻想后，从行动上配合并支持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

围的成功 ③ 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的分歧和一致性 早期维新派

支持"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投入洋务运动，并主张维护君主制

，这是同洋务派一致之处。不同的是，洋务派只注重军事、

外交和机器制造技艺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教事业，而早期维新

派则注意建立新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以发展资本主义。

2．规律和认识 ① 鸦片战争后20年，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和

半封建化开始形成的时期，这一阶段及其后一段时期，不管

是农民经济还是地主阶级的抗争与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究其

根本原因，这两大阶级都不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仍以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他们不可能冲破封建主义束缚

和局限，更提不出顺应时代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和改造社会

的方案。 ② 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民族资产

阶级逐步登上历史政治舞台，并成为近代前期民主革命的主

角。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由此向纵深发展，从学习西方"器

物"递进到学习西方的制度。 民族资产阶级克服了农民和地主

阶级落后的局限，积极推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但其自身具

有软弱妥协的局限，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抱有一定程度的

幻想，革命纲领缺乏彻底性，无法调动广大人民。这些决定

其政治目标不可能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不能胜任民主革命的

领导阶级，但其革命性值得肯定，它是民主革命可以团结的

力量。 近代后期应注意问题： 1．国共两党关系： A．从20

世纪20-40年代，两党关系呈现了由合作到分裂，再次合作到



再次分裂的特征。 B．制约这些变化的因素有：两党的性质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国际环境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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