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完整版有几百页，这个只是用于预览参考
如需完整版
点击对应科目去下载或者联系在客服即可



课程知识框架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重点

第三章 辛亥革命 重点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重点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重点

第七章 为创建新中国而奋斗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重点

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接续发展 重点

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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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本章重点、难点：

•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

•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主要矛盾和面临的主要任务；

• 从1840年至20世纪初，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 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知识点1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

从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社会前后

延续了2000多年。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以下几个特点：

• ①在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皇帝、贵族、官僚和地

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占有很少的土地，需

要租种地主土地并缴纳高额的地租；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

本生产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曾有利于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但又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知识点1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 ②在政治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秦始皇建

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开始，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皇权，以维护

“家天下”的统治。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定程度上维

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社会的生

机和活力。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知识点1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 ③在文化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

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以三纲五常为伦理道德规范，主

张仁政，提倡经世济民，以助君主、明教化。儒家思想还与道教、

佛教，以及其他思想相融合，共同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 ④在社会结构上，形成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核

心是宗族家长制，君权、 父权、夫权占主导地位。这一社会结构

曾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封建秩序的规范，但后来日益成为社会发展和

进步的桎梏。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知识点1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在这一

矛盾基础上建立的封建性质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具有

两方面的特性：

• 一方面，它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稳定。

•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固

有矛盾日益显现出来，造成自身不可克服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周期性

危机。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知识点1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二）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危机

•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其前期的康熙、雍正、

乾隆三朝，中国国家统一， 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史称“康雍乾盛世”。

• 乾隆朝后期，清王朝由强盛转向衰落。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知识点1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清王朝，由盛转衰的主要表现：

①政治：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官僚机构膨胀，各级官吏营私舞弊、

巧取豪夺。

②经济：兼并土地；苛捐杂税。

③思想文化：厉行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整个社会万马齐喑。

④军事：军力衰败，军备废弛，军纪荡然，不堪一击。

⑤对外关系：闭关锁国政策。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知识点1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二）政治控制

1、控制中国内政

• 《天津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中国政府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驻京公使秉承本国政府旨意，直接对清政府法发号施令，成了清政府

的太上皇。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知识点1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2、操纵中国外交

• 列强侵略中国，总是军事侵略伴着外交讹诈并行，然后取得利益后再

“一体均沾”。中国许多重大外交场合都有外国列强的身影，他们控

制了中国外交主权。

•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总理衙门改为外交部，“班列六部之前，

成了与外国列强打交道的专门部门。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知识点1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3、享有领事裁判权

• 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

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案、听讼之权，其“英人如何

判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

第二节 资本—

•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即在华美人的“一
切民、刑事诉讼，“均由本国领 事等官询明办理。”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知识点1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4、把持中国海关

• 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海关总税务司俨然成了清

中央政府的最高顾问，而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成了各地地方政

府的高级顾问。英国人赫德1863年任总税务司，直到1908年回国，

掌握中国海关大权达40余年之久。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知识点1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5、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外国列强不仅向清政府供应军火、舰

船，而且派遣军官组织并指挥“洋枪队”，甚至直接动用陆海军，

与太平军作 战。当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即发生“教案”

时，外国侵略者便指使清政府屠杀中国人民，惩办对人民镇压不力

的地方官员。

• 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列强对山东巡抚毓贤镇压不力

不满，要求清政府派袁世凯去山东进行镇压。袁升任山东巡抚后，

即用血腥手段屠杀义和团团民。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知识点1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6、扶植、收买代理人

• 1861年，清政府发生“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得到列强

赏识的奕䜣在这场宫廷政变中获胜，并掌握了负责对外交涉的总理各

国事务衙门。

• 《辛丑条约》签订前，慈禧太后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

心”。列强也对中国推行“保全”的政策，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成了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典型的半殖民地国家。其后，列强又支持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建立北洋军阀政权。袁死后，又扶植北

洋各派军阀，作为自己在华利益的代理人，进行割据和混战。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知识点1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三）经济掠夺

1、外国列强控制中国通商口岸

• （1）1842年，《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

上海5口为通商口岸。

• （2）1858年，《天津条约》——又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

（后改烟台）、台湾（后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

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10个口岸；

• （3）1860年，《北京条约》——又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

• （4）陆路方面——开放伊犁和喀什噶尔为商埠。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知识点1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2、剥夺中国关税主权。

• （1）1842年，《南京条约》，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清政府

“均宜秉公议定则例”。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

则》，英国进出口货物的具体税率用中英协定方式固定下。1844年，

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倘中国以后要变更税则，必

须得到对付“议允”，正式把协定关税的条款写入条约。中国逐步丧

失海关自主权。

• （2）1858年，《天津条约》，洋船可自由往来中国各口岸，洋货只

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即可在全国通行，不必“逢关抽税，过

卡抽厘”。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知识点1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3、对华倾销商品。

• 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使中国民族企业的产品和传统手工业品受到

排挤。直到19世纪末，鸦片依然占据进口货物的重要地位。

4、对华资本输出。

• 各国对华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这些工厂资本雄厚、规模大、技

术先进，民族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无法与之竞争。它们在中国获取超

额利润，压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列强对中国进行资

本输出最早出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知识点1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5、操作中国的经济命脉。

• （1）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垄断。

• （2）迫使清政府举借外债，以还赔款。列强通过控制关税和盐税，

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喉咙。

• （3）在中国设立银行，使之成为对华输出资本的枢纽。1845年，

英国丽如银行（又称英国东方银行）成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银行。

• （4）控制中国近代的交通运输业。

• （5）给中国的农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知识点1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四）文化渗透

1、宗教渗透和侵略

• （1）1832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受美国东印度公司派遣，鸦片战争

期间，担任英国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出任英军占领浙江定海时的

“民政官”，并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

• （2）1860年，中法订立《北京条约》时，法国传教士孟振生担任

翻译和文件起草。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知识点1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2、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 西方教会较早的外文期刊有《中国丛报》和《北华捷报》（后改名

《字林西报》），是为外国列强侵华服务的。广学会是基督教在中

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英国人李提摩太把“争取中国士大夫中

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作为办会的指导思

想。广学会发行《万国公报》。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知识点1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3、鼓吹“种族优劣论”

• 大肆宣传“种族优劣论”。他们诬蔑中华民族为“劣等民族”，应

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

者炮制所谓的“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鼓吹中国人一旦觉醒并

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

• 总之，资本-帝国主义来到中国进行侵略，就是要把中国变为其附

庸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是近

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知识点2 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

英国与其他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

清政府割地、赔款，攫取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文化特权，中国的主权

独立受到侵犯，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逐渐沦入了国家政权形式上

仍然存在，而主权受制于外国列强的半殖民地社会。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是：

• ①资本—帝国主义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

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 ②中国的封建势力同外国势力相勾结，成为外国列强压迫、奴役中

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 ③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

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

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知识点2 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谢谢



第三节 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与大后

方的抗日民主运动



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抗战初期，正面

战场组织过若干重大战役，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相

持阶段到来后，正面战场进行了一些大战役，大体上保住了西南、西

北大后方地区；但总体上由片面抗战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国民党顽

固势力还多次制造反共军事摩擦。国民党坚持独裁的政策遭到全国人

民的反对，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不断发展。

第三节 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与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



知识点1 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始终存在着两个战场，即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和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始终是中国抗战

的重要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具有重要地位。

•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抗战

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 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侵略者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要作战对象。国民

党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的基本战略，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

会战等一系列大战役。

• 1938年3月，李宗仁领导的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战役中，歼灭日军1万

余人，取得大捷。

第三节 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与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



知识点1 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 正面战场的爱国官兵，不畏牺牲，英勇抗敌，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

民族的尊严，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

• 在北平南苑的战斗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

赵登禹先后阵亡。在淞沪会战中，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

率孤军据守四行仓库，被上海市民誉为“八百壮士”。

第三节 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与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



知识点1 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战略防御阶段，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暂时丢失一些国土在

所难免。但是，中国丢失国土面积之大，速度之快，除国力对比的悬

殊外，与国民政府战略指导方针的失误有直接关系。蒋介石集团在决

心抗战的同时，又害怕群众的广泛动员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实行的

是片面抗战的路线，将希望单纯地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在

战略战术上，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

第三节 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与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



知识点3 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2）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

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这种抵制、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但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干

部群众终于战胜了他们。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

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

性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知识点3 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3）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

过一些具体错误。毛泽东保护过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

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毛泽东领导了粉碎林彪反

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

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图谋得逞。在对外关系上，中国

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蒈觉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并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

局面。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知识点3 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正如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所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

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

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

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讲解归纳与举例

例：【单选题】周恩来总理正式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

会议是（ ）。

A.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B.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C.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D.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讲解归纳与举例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1964年底到1965年初，在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即将基本

完成的时候，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周恩来总

理在会上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全国人民

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

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