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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中国古代史

第一章  原始 社 会
一、旧石器时代的人类
1 . 旧石器时代早期
元谋猿人 蓝田猿人 北京猿人

2 . 旧石器时代中期
3 . 旧石器时代晚期
山顶洞人

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1 . 新石器时代早期
裴李岗文化 老官台文化 兴隆洼文化 彭头山文化

2 . 新石器时代中期
仰韶文化 大汶口文化 红山文化 河姆渡文化

3 . 新石器时代晚期
龙山文化 齐家文化 良渚文化 石峡文化

三、古史的传说时代
1 . 黄帝和炎帝
2 . 颛顼和帝喾
3 . 尧舜禹的禅让

第二章  奴隶占有制社会
一、夏朝的传说与历史
1 . 启与夏王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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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少康中兴”
3 . 二里头文化与考古学对夏朝的探索
二、商朝
1 . 商朝的建立
2 . 盘庚迁殷
3 . 神权、人牲与人殉
4 . 商朝的文化
甲骨文 青铜器

三、西周
1 . 周族的兴起
2 . 武王伐纣
3 . 周公当政与“成康之治”
4 . 宗法制与分封制
5 . 共和行政 (国人暴动)
四、春秋时期
1 . 平王东迁与王室式微
2 . “春秋五霸”
3 . 春秋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井田制的瓦解   三家分晋 田氏代齐

4 . “礼崩乐坏”与士阶层的兴起
5 . 孔子
6 . 老子

第三章  封建生产方式的确立和统一帝国的出现
———战国到秦

一、商鞅变法
二、官僚制度的建立

郡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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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铁器和牛耕 水利工程 都江堰和郑国渠 秦越

人(号扁鹊)
四、百家争鸣
1 . 墨子
2 . 孟子
3 . 荀子
4 . 庄子
5 . 法家与韩非子
五、战国时期的史学和文学艺术
1 . 史学

《左传》 《国语》 《战国策》 《世本》 《竹书纪年》
2 . 文学艺术
楚辞   屈原 编钟

六、秦灭六国
七、秦朝加强统治的措施
1 . 秦始皇加强君主集权政治制度的措施
2 . 秦始皇巩固统治的政策和措施   
3 . 秦朝对经济文化制度的统一
4 . 秦朝疆域的开拓
八、秦朝的暴政与陈胜吴广起义
1 . 秦朝的暴政
2 . 陈胜吴广起义

第四章  统一帝国的巩固和发展
———西汉和东汉

一、西汉统治秩序的建立和“文景之治”
1 . 刘邦与西汉统治秩序的建立
约法三章   楚汉战争 西汉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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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与“文景之治”
二、汉武帝加强集权和维护统一的措施
1 . 政治措施
限制相权,建立“中朝”制 限制、缩小、取消诸侯国的势力
(“推恩令”  “酎金夺侯”  “左官律”和“附益法”)
十三州刺史部和司隶校尉的设立 任用酷吏

察举制和太学 打击匈奴,开拓西域
2 . 财经措施
盐铁官营 算缗和告缗 均输和平准 三官钱

3 . 思想文化措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霸王道杂之”
三、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1 . 农业
代田法 区田法

2 . 手工业
3 . 商业
四、西汉的学术文化
1 . 董仲舒
2 . 司马迁
3 . 经学
4 . 文学艺术
5 . 科技进步
6 . 丝绸之路
五、西汉末年的统治危机与王莽改制
1 . 西汉末年的统治危机
2 . 新朝代汉
3 . 王莽改制
4 . 绿林、赤眉起义与新朝的灭亡
六、东汉建立与统治秩序的恢复
1 . 东汉建立
2 . 刘秀加强集权、稳定统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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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东汉的经济与科技
1 . 王景治理黄河与开发江南
2 . 崔 ? 与《四民月令》
3 . 水排
4 . 纸的发明
5 . 张衡的浑天仪与地动仪、数学
6 . 《汉书·地理志》
7 . 医学
张仲景   华佗 《伤寒杂病论》  《神农本草经》

八、班超定西域
九、东汉的学术思想和宗教
1 . 经学
2 . 哲学
王充

3 . 史学
《汉书》

4 . 佛教
5 . 道教
五斗米道   太平道

十、东汉后期统治的危机
1 . 外戚、宦官轮流擅权的恶性循环
2 . 累世公卿的官僚集团的出现
3 . “党锢之祸”
4 . 统治危机的爆发
5 . 黄巾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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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帝国的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一、三国鼎立
1 . 军阀混战
2 . 赤壁之战
3 . 三国鼎立
魏(唯才是举 三省制雏形 九品中正制 屯田)
蜀汉(刘备 诸葛亮) 吴(孙权)

二、西晋的短暂统一
1 . 西晋的建立与占田制
2 . 八王之乱
三、十六国与东晋
1 . 十六国
2 . 东晋的南渡与门阀制度
3 . 淝水之战
四、南北朝
1 . 南朝和北朝的兴替
2 . 北魏孝文帝改革
3 . 侯景之乱
五、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科学
1 . 数学
刘徽 祖冲之

2 . 天文学
虞喜 《元嘉历》  《大明历》

3 . 医药学
葛洪 陶弘景   《肘后百一方》  《本草经集注》

4 . 农学
贾思勰著《齐民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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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理学
郦道元著《水经注》

六、学术思想与宗教
1 . 玄学
2 . 佛教和道教的发展
3 . 无神论
范缜 《神灭论》

4 . 史学
陈寿的《三国志》 范晔的《后汉书》 沈约的《宋书》
常璩的《华阳国志》

5 . 文学艺术
建安文学 三曹 陶渊明的田园诗 民歌

刘勰的《文心雕龙》 王羲之 顾恺之 云冈石窟

龙门石窟 敦煌莫高窟

第六章  隋唐五代时期
一、隋朝兴亡与唐朝的建立
1. 隋朝建立与统一南北
2. 隋朝巩固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措施
大索貌阅   大运河

3. 隋炀帝的暴政
4. 反隋起义与隋朝的覆亡
瓦岗军

5. 唐朝的建立与统一
二、唐朝前期的鼎盛局面
1. 贞观之治
玄武门兵变

2. 武则天的统治
3. 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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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5. 府兵制
6. 三省六部制
7. 科举制
8. 律令格式
三、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中衰
1. 安史之乱
2. 藩镇割据
3. 唐后期的财政改革
两税法

4. 元和中兴
5. 宦官专权
永贞革新 甘露之变

6. 牛李党争
四、唐朝的覆亡与五代十国
1. 黄巢起义
2. 朱全忠篡唐
3. 五代的更迭
4. 十国概况
5. 后周时的统一趋势
五、隋唐边疆民族与隋唐对外关系
1. 突厥
2. 薛延陀、回纥与黠戛斯
3. 吐蕃
松赞干布

4. 南诏
5. ? 覦与室韦
6. 契丹、奚与党项
7. 隋唐与东亚诸国的关系
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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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隋唐与中亚、西亚地区的关系
丝绸之路

六、隋唐经济与文化
1. 农业与手工业
2. 商业与城市
3. 宗教与儒学

《五经正义》  《原道》
4. 文学与史学
李白 杜甫 白居易 韩愈 柳宗元

刘知几的《史通》 杜佑的《通典》
5. 艺术与科技
欧阳询   颜真卿 柳公权 阎立本 吴道子

唐三彩的艺术特色 孙思邈 僧一行

第七章  宋辽金元时期
一、北宋的统治
1. 宋初专制集权的加强
2. 积贫积弱局面与因循苟且之风
3. 庆历新政
4. 王安石变法
5. 北宋晚期党争
6. 海上之盟与北宋灭亡
二、辽、西夏的统治及其与北宋的关系
1. 辽朝建立及其与北宋的关系
2. 辽朝统治概况
3. 西夏建立及其与北宋、辽的关系
4. 西夏统治概况
三、南宋的统治
1. 南宋建立与绍兴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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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压制武将势力与秦桧专权
3. 从隆兴和议到嘉定和议
4. 南宋后期政治
端平入洛

四、金朝统治与蒙古的崛起
1. 金朝在北方统治的确立
2. 金朝的鼎盛与中衰
3. 蒙古建国与金朝的灭亡
4. 大蒙古国的统治
蒙古西征

五、元朝的统治
1. 忽必烈建立元朝
蒙古四大汗国

2. 全国的统一
行省

3. 统一后的元朝政治
4. 元朝的民族关系
四等人制

5. 元朝的对外关系
6. 元朝的灭亡
六、宋元社会经济
1. 土地关系
2. 社会结构
驱口

3. 农业与手工业
4. 商业与城市
七、宋元文化
1. 理学
王学 洛学 关学 蜀学 朱熹 陆九渊

2.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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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苏轼 辛弃疾 李清照 王实甫

3. 史学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郑樵的《通志》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4. 艺术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5. 科技
四大发明 沈括的《梦溪笔谈》 郭守敬的《授时历》
王祯的《农书》

第八章  明清(鸦片战争以前)
一、明朝政治
1. 元明嬗代
2. 明朝开国制度和专制集权政治的高度发展
3. 明朝重建和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措施
4. 科举和学校
5. 诸王分封
6. 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
7. 远征漠北和经营边陲
8. 土木之变与北京保卫战
9. 宦官专权
10. 内阁政治与明末党争
东林党

二、明朝财政和社会经济
1. 明初恢复与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
2. 明朝的财政及其改革
3. 明朝的社会经济
三、明朝对外关系
1. 郑和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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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置弃交趾
3. 倭寇
4. 援朝战争
5. 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的东来
四、明末农民起义和清初抗清斗争
1. 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朝
2. 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的抗清斗争
3. 南明政权及其抗清斗争
4. 江南与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
五、后金兴起和清朝入主中原
1. 后金的兴起
2. 创立八旗制度
3. 清朝的建立
4. 清朝入主中原
六、清朝政治
1. 清朝的高压政治
2. 平定三藩之乱
3. 统一台湾
4. 统一漠北和平定新疆
5. 管理西藏
6. 改土归流
7. 清朝疆域与分省区划
8. 天地会、哥老会和白莲教起义
七、清朝政治制度的特点
1. 议政王大臣会议
2. 军机处
3. 理藩院
4. 总督与巡抚
5. 八旗兵与绿营兵
6. 保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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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清朝财政与社会经济
1. 清初的经济政策与措施
2. 清朝财政及其改革
3. 清朝社会经济
九、清朝对外关系
1. 清朝的外贸政策和对外贸易
2. 与俄罗斯的关系
3. 与缅甸、暹罗、越南的关系
4. 天主教的传布及其被禁止
5. 英国使臣和清廷的交涉
十、明清文化
1. 阳明心学
2. 实学思潮
陆世仪 黄宗羲 顾炎武

3. 乾嘉学派
惠栋 戴震

4. 史学
钱大昕 赵翼 王鸣盛

5. 白话小说
《水浒传》  《三国演义》  《西游记》  《红楼梦》
《金瓶梅》 《儒林外史》 “三言”“二拍”  《聊斋志异》

6. 科学技术
《农政全书》 《天工开物》 《本草纲目》 《徐霞客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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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中国近现代史

第一章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开端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1 . 清朝统治的衰落
2 .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殖民扩张
二、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
1 . 鸦片泛滥和中国的禁烟运动
闭关政策   林则徐 虎门销烟

2 .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
3 . 战争的三个阶段
三元里抗英 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4 .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
《南京条约》  《虎门条约》  《望厦条约》
《黄埔条约》  《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三、鸦片战争后十年间的中国社会
1 . 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
社会性质的变化 租界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2 . 思想与学风的转变
魏源与《海国图志》 徐继蟄与《瀛环志略》

第二章  太平天国及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太平天国起义
1 . 洪秀全与金田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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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 冯云山 金田起义

2 . 定都南京与北伐西征
曾国藩与湘军   厘金 北伐 西征

二、太平天国的制度与政策
1 . 《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  “照旧交粮纳税”
2 . 其他各项制度和措施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
1 .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天津条约》

“亚罗号事件” “马神甫事件”  《天津条约》
子口税

2 . 战争再起与《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

3 . 沙俄侵占我国北方大片领土
《瑷珲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沙俄侵占我国北方大片领土

四、辛酉政变及其以后的政治格局
1 . 辛酉政变
2 . 政变后的政治格局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五、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及其失败
1 . 天京政变与石达开出走
天京政变

2 . 政变后的形势和《资政新篇》的提出
洪仁衸 《资政新篇》

3 . 保卫安庆和经营江浙
4 . 太平天国的失败
左宗棠 李鸿章

5 . 太平天国余部和捻军的英勇斗争
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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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洋务运动和中法战争、甲午战争
一、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社会经济
1 . 外国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大
合作政策   海关总税务司署 赫德 蒲安臣

2 . 农村经济的凋敝
“丁戊奇荒”

二、统治集团内部对举办洋务的不同态度
1 . 洋务宗旨的提出和洋务派的形成
洋务宗旨   洋务派

2 . 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三、军事工业、新式陆海军的建立
1 . 军事工业
江南制造总局 金陵制造局 福州船政局 天津机器

局 湖北枪炮厂 军事工业的性质

2 . 新式陆海军
福建水师   南洋水师 北洋水师

四、近代民用企业的出现和阶级关系、思想文化的新变化
1 . 官督商办企业
轮船招商局 开平矿物局 电报总局 上海机器织布

局 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特点

2 . 商办企业
商办企业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点

3 . 新阶级的产生
中国近代第一代产业工人  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特点

4 . 思想文化的演变
早期维新思想

五、中国边疆地区的危机和中法战争
1 . 新疆的收复和《伊犁条约》的订立

·81·



左宗棠收复新疆 《伊犁条约》
2 . 日美侵犯台湾和英俄进窥西藏
马嘉里案   《烟台条约》

3 . 法国发动侵华战争
马尾海战

4 . 中国不败而败
镇南关大捷 冯子材 《中法新约》

六、甲午战争
1 . 战前的朝鲜问题和清政府内部的矛盾
帝后党争

2 . 日本不宣而战和清政府的外交活动
东学党起义 丰岛海战与成欢之战

3 . 辽东失陷和北洋海军的覆灭
平壤之战 黄海海战 北洋海军的覆灭

4 . 《马关条约》的签订
《马关条约》及其危害

5 . 台湾人民浴血抗战
台湾民主国

第四章  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
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
1 . 帝国主义在华强租海港和划分势力范围
三国干涉还辽   《中俄密约》 瓜分中国狂潮

2 . 帝国主义对华的资本输出
3 . 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袁世凯

二、戊戌维新运动
1 .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2 . 维新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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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  《孔子改制考》  《人类公理》
3 . 维新运动的高涨
公车上书   《中外纪闻》  强学会   梁启超
《时务报》  谭嗣同   南学会   严复和《天演论》

4 . 维新派与顽固守旧派的争论
《劝学篇》

5 .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保国会   百日维新   戊戌政变   戊戌六君子   戊戌
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原因

6 . 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出现和社会风尚的转变
三、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 . 反对外国教会斗争的新高涨
天津教案

2 . 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和在中国北部的发展
 “扶清灭洋”口号
3 . 八国联军侵华和清政府的宣战
西摩联军   八国联军侵华

4 . 京津军民抗击八国联军
聂士成

5 . 宣战后中国北部的反侵略斗争和“东南互保”
海兰泡惨案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东南互保”

6 .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订立
《辛丑条约》及其危害   义和团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第五章  辛亥 革 命
一、民族灾难的深重和清末“新政”
1 . 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
日俄战争   列强对中国矿山、铁路等利权的掠夺

2 . 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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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内容及其评价
3 . 农村经济的残破和民族资本主义的艰难发展
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1 . 孙中山和兴中会
孙中山   兴中会   自立军起义

2 . 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出现
新型知识分子群的出现   章太炎   邹容与《革命军》
陈天华   苏报案   华兴会   光复会

3 . 蓬勃发展的反帝爱国运动
拒俄运动   抵制美货运动   收回利权运动

4 .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
中国同盟会   三民主义   《民报》

三、革命运动的发展
1 .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2 .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及其他革命活动
萍浏醴起义   孙中山领导的六次起义   徐锡麟起义
熊成基起义   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中部总会

3 . 群众性的反抗斗争
四、立宪运动
1 . 清政府“仿行宪政”的“预备”措施
五大臣出洋   “预备仿行宪政”  皇族内阁

2 . “国会请愿运动”和保路风潮
“国会请愿运动”  保路风潮

五、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
1 . 武昌起义与全国各地的响应
2 .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性质及成立的意义

3 . 袁世凯窃夺政权
《临时约法》

4 . 临时政府北迁后的政局和“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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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案 “二次革命”
六、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
1 . 社会变动中各种思潮的涌现
国粹主义思潮   无政府主义思潮

2 . 史学、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的新面貌
新史学   谴责小说   南社

3 . 新式教育的推广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詹天佑

第六章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近代
中国历史的新趋向

一、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与护国运动
1 . 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与反袁斗争的继续开展
中华革命党   欧事研究会

2 . 洪宪帝制和护国运动
二十一条   洪宪帝制 护国运动

二、北洋军阀的权力争夺与护法运动
1 . 军阀割据与张勋复辟
军阀割据 府院之争 张勋复辟

2 . 段祺瑞的统治与护法运动
护法运动

三、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活动
1 . 沙俄在蒙古的分裂活动
2 . 沙俄在新疆的分裂活动
3 . 英国在西藏制造“独立”
西姆拉会议 “麦克马洪线”

四、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
1 . 农业经济和农民生活
2 . 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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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工人阶级的成长
五、新文化运动
1 .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
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与《新青年》 李大钊 胡适

鲁迅   蔡元培   中西文化问题论争
2 . 思想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3 . 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第七章  五四运动与国民革命
一、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1 . 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 火烧赵家楼 三罢斗争 拒签和约

2 . “五四”后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 实用主义 基尔特社会主义 无政府

主义

3 . 中国共产党成立
各地共产党组织   中共一大

二、社会各界改造中国政治的主张和国共合作的酝酿
1 . 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
2 . 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主张
好人政府 省自治和联省自治 制宪救国 废督裁兵

3 . 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共二大

4 . 工人、农民运动的初步开展
5 . 国共合作的酝酿
中共三大

三、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
1 .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2 .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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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 废约运动 国民会议运动 广东革命根据

地的统一

3 . 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加剧与公开分化
廖仲恺被刺事件   戴季陶主义 西山会议派 中山舰

事件   整理党务案
四、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大发展
1 . 北洋军阀政府政局的变化
郭松龄倒戈 三一八惨案

2 . 北伐战争
汀泗桥战役 贺胜桥战役

3 . 工农运动的大发展
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4 . 国民政府的北迁和迁都之争
五、国民革命的失败
1 . 奉系军阀在北方的统治
2 .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3 . 国民革命的失败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武汉政府的转向 郑州会议

七一五“分共”

第八章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
工农武装革命和抗日民主运动

一、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
1 . 国民党的“统一”活动
宁汉合流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2 . 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
济南惨案 东北易帜

3 .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内政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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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训政纲领》 改订新约运动 中东路事件

4 . 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
中原大战

5 . 国民会议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6 . 中间派的政治主张和活动
第三党   改组派   人权派 乡村建设派

二、工农武装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 . 八七会议和各地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 中共八七会议 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

中共六大

2 .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井冈山会师 苏区的土地革命 红军反“围剿”战争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三、全国抗日民主浪潮的兴起
1 . 九一八事变
2 . 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
3 . 一·二八淞沪抗战
4 . 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5 . 抗日民主运动的持续发展
长城抗战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福建事变 伪“满洲国”成立 东北抗日联军

四、苏区革命的深入和严重挫折
1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2 . 红军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3 . 苏区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各项建设
4 . 红军长征
遵义会议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5 .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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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国团结抗日局面的基本形成
1 . 华北事变
2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
中共“八一宣言”  瓦窑堡会议

3 . 一二·九运动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七君子事件

4 . 国民党内外政策的若干调整
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国民党五大

5 . 两广事变和绥远抗战
6 . 西安事变
7 .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第九章  抗日 战 争
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1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卢沟桥事变   八一三事变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
宣言》

2 . 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
国民政府划分战区   淞沪会战   忻口会战   南京保卫
战   南京大屠杀

3 .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洛川会议   八路军   新四军   平型关战役   晋察冀
抗日根据地

4.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抗战建国纲领》  国民参政会

5. 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
台儿庄大捷

二、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抗日战场
1 . 日本侵华策略的变化和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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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敌后战场成为抗战的重要战场
百团大战 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3. 相持阶段初期正面战场的作战
南岳军事会议   随枣战役 枣宜战役

4. 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加强和反共摩擦的激化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新县制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皖南事变

5.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6 . 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汪伪政权的成立

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抗日战场
1 . 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形成
2 .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奋战
整风运动   大生产运动 减租减息 精兵简政

三三制政权

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正面战场
长沙战役   浙赣战役 常德战役 中国远征军入缅

作战

四、抗日战争的胜利
1 . 中国军队的局部反攻
2 . 国民党统治危机和国统区的民主运动
豫湘桂战役   成立联合政府主张

3 . 美国扶蒋反共和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4.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5 .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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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全国解放战争  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一、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1. 战后三种不同的建国方针
国民党的建国方针 共产党的建国方针 中间党派的建

国方针

2.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双十协定

3 . 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和准备发动内战
4 . 全国人民反内战运动和解放区准备自卫战争
二、全面内战爆发和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防御
1. 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
2. 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国民党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被击破

3. “制宪国大”和“改组政府”
4. 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李闻惨案 二二八起义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5. 中间路线的宣传及其破灭
三、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
1 .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三路大军南下作战

2 .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中国土地法大纲》

3. 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和“行宪国大”
4. 战略决战
辽沈战役 淮海战役 平津战役 人民解放军统一

编制

5.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6 . 国民党南京政权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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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北平和谈 渡江战役 解放南京

四、现代中国的哲学、史学与文学
1 . 哲学
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等
人的哲学成就

2 . 史学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的史学成就

3 . 文学
文学研究会 创造社   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 Q 正传》
郭沫若的《女神》 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茅盾的《子夜》
巴金的《家》 老舍的《骆驼祥子》 沈从文的《边城》 
曹禺的《雷雨》和《日出》

第十一章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 . 人民共和国方案的形成
2. 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共同纲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3. 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二、建国初期的各项政策
1. 西藏和平解放
2. 建国初期的对外关系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抗美

援朝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3. 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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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 建国初期实现财政经济好转的

根本措施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不要四面出击》
4. 建国初期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三、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的各项方针政策
1.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
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实施

3 . 全国政协一次会议的召开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
制定

4.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被粉碎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被粉碎

5. 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三大批判运动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

批判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6.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 农业合作化

运动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 三大改造的历史

意义 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一、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1.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2.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3. 中共八大的召开
4.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5. 1957 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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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中的失误
1. 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南宁会议   成都会议   中共八大
二次会议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2.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北戴河会议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

3. 错误批判“新人口论”
三、纠正经济失误中的曲折
1. 对“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
2. 纠正经济失误中的曲折
庐山会议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反右倾”斗争

3. 国民经济严重困难
四、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
1. 对农业、工业、科学、教育、文化等政策的调整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对农业、工业、科学、教
育、文化等政策的调整

2. 对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
七千人大会   西楼会议   五月会议

3. 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提出
4 . 十年建设的成就
五、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前期的国防措施和对外关系
1. 国防措施
炮击金门   西藏平叛

2. 对外关系
中苏关系的破裂   中印边界武装冲突   抗美援越

六、政治上“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1. 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形成
2.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运动开始   《前十条》  《后十条》  《二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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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共和国发展中严重曲折的十年
一、“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1.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2. “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海瑞罢官》  “二月提纲”
二、“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五一六通知》
《五七指示》

2.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3. 全国大动乱
红卫兵运动   武汉“七二”事件 二月抗争

刘少奇等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批斗、迫害 “斗、批、改”运动
4.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三、林彪集团的形成与覆灭
1. 林彪集团的形成
林彪集团的性质 林彪集团的初步形成 “杨、余、傅事
件” 中共九大

2. 林彪集团的覆灭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批陈整风运动 《“571 工程”纪要》
“九一三事件”

四、周恩来纠“左”与邓小平全面整顿
1. 周恩来纠“左”

“批林整风”运动 落实干部政策 从思想上批判极“左”
思潮

2. 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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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 开展全面整顿

五、6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前期的对外关系
1.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2.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
3. 中美、中日关系的发展
中美上海《联合公报》 中日建交

4. 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六、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与“文化大革命”结束
1. 中共十大的召开与江青集团势力的加强
2. 江青集团的阴谋活动

“批林批孔运动”与“四人帮”组阁阴谋 “批邓、反击右倾翻
案风” 天安门事件

3.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4. “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和教训

“文化大革命”的危害   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第十四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

一、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1. 对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的审判
2. 在徘徊中前进

“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中共十一大 政协恢复活动

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 经济建设的新失误

3.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4. 教育、科学技术战线上的纠“左”

“两个估计”的否定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 全国文联三届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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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伟大的历史转折
1. 恢复邓小平党内外职务
2. 伟大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3.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 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

4.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国民经济发展策略
调整国民经济的新八字方针 经济体制改革

5.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开始
6.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三、历史转折时期的对外关系
1. 对越自卫反击战
2. 中美建交
3.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四、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1.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纲领的制定
经济建设十条方针的提出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纲领的制定

2.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开展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开展 乡镇企业的兴起

3.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企业改革的全面

展开 经济特区 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4. 统一中国的基本国策———“一国两制”
叶剑英阐述大陆两岸和平统一九条方针 “一国两制”

5. 精神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   “五讲四美三热爱”

五、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
1. 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2. 中共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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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三大的召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提出 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

3. 1989 年政治风波
4.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

5.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概括
邓小平南方视察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

概括

6 .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邓小平逝世 邓小平理

论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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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世界古代史

第一章  人类的史前时期
一、人类的起源
1. 攀树的猿群
原上猿 埃及古猿 森林古猿

2. 正在形成中的人
腊玛古猿 南方古猿

3. 完全形成的人
早期猿人(KNM - ER1470  能人  坦桑尼亚莱托利尔地层化石)
晚期猿人(爪哇直立人  北京人  海德堡人  元谋人)
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
晚期智人(克罗马农人  山顶洞人)

二、生产力的发展
1. 旧石器时代
打制石器 火的利用

2. 新石器时代
磨制石器 农业革命 原始农业的三个中心地带

三、社会组织的演变
1. 血缘家族
血缘家族 族内群婚

2. 氏族
母系氏族 族外群婚   对偶婚
父系氏族 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婚姻

3. 农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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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社   军事民主制

第二章  古代 埃 及
一、历史沿革
1. 自然环境与古代居民
上埃及   下埃及   哈姆—塞姆族

2. 历史分期
曼涅托   《埃及史》  《帕勒摩石碑》

3. 前王朝文化
巴达里文化   涅伽达文化Ⅰ期   涅伽达文化Ⅱ期
塞普(诺姆)  上埃及王国   下埃及王国

4. 统一王朝的形成与分裂
早王朝   美尼斯   纳尔迈调色板   纳尔迈权标头
古王国   孟斐斯
第一中间期   《伊普味陈词》

5. 埃及王国的发展与衰亡
中王国   底比斯   涅杰斯
第二中间期   喜克索斯人   卡美斯   雅赫摩斯

6. 奴隶制帝国的形成与霸权时代
新王国   埃及帝国   法老

7. 后期埃及
二、社会经济与政治
1. 农业、手工业与商业
青铜时代   铁器时代   农业的耕种季节   中王国兴修
水利的成就   纸草文书   手工制造业   商业贸易活动
尼科法老

2. 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
《梅腾自传》  涅杰斯   涅木虎

3. 君主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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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神   阿蒙神   埃赫那吞改革
三、古代埃及文化的主要成就
象形文字   商波良   金字塔   司芬克斯   卡尔纳克
神庙   卢克索神庙   星位图   太阳历   十进位计
数法

第三章  古代 西 亚
一、两河流域
1. 两河流域南部的早期国家
美索不达米亚   亚述   巴比伦尼亚   阿卡德   苏美
尔   苏美尔城邦   《吉尔伽美什与阿伽》  乌鲁卡基那
改革   阿卡德王国   乌尔第三王朝   《乌尔纳姆法典》

2. 古巴比伦王国
巴比伦第一王朝   《汉谟拉比法典》  阿维鲁   穆什根努
巴比伦第二王朝   巴比伦第三王朝   巴比伦第四王朝

3. 亚述帝国
亚述帝国   军事组织与军事技术

4. 新巴比伦王国
迦勒底人   那勃波来沙   尼布甲尼撒二世   租佃式奴隶

5. 古代两河流域文化
楔形文字   泥版文书   巴尼拔藏书   太阴历   六十
进位法

二、赫梯文明
1. 赫梯国家的兴衰
赫梯人   赫梯国家   冶铁技术

2. 《赫梯法典》
三、腓尼基文明
1. 腓尼基文明的兴衰
腓尼基   腓尼基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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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腓尼基文明的成就
航海技术 腓尼基字母

四、希伯来文明
1. 希伯来文明的兴衰
以色列王国 犹太王国 以色列—犹太国家
亚述帝国灭以色列王国 巴比伦之囚

2. 希伯来文明的成就
犹太教 《旧约全书》

五、伊朗高原
1. 早期文明
埃兰人 库提人 加喜特人 伊朗—雅利安人
米提国家 波斯国家

2. 波斯帝国
居鲁士二世 冈比西 高墨塔暴动 贝希斯敦铭文

罗林生 大流士一世改革

第四章  南亚次大陆
一、哈拉巴文化
墨亨佐达罗 哈拉巴 卫城 下城

二、吠陀时代
1. 早期吠陀时代
印度—雅利安人 达萨 《吠陀》 贾那 罗賂

噶那 刚那帕蒂

2. 后期吠陀时代
种姓制度 婆罗门教

三、列国时代
1. 摩揭陀统一恒河流域
居萨罗   迦尸 摩揭陀

2. 顺世派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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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伽耶陀   阿耆多·翅舍钦婆罗
3. 早期佛教
释迦牟尼   四谛

四、孔雀王朝
旃陀罗笈多   阿育王
贵霜帝国   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笈多王朝

第五章  古代 希 腊
一、爱琴文明
1. 克里特文明
阿瑟·伊文思   克诺索斯第一王宫   克诺索斯第二王宫
线形文字甲种

2. 迈锡尼文明
线形文字乙种   狮子门   竖井墓   圆顶墓

二、荷马时代
1. 《荷马史诗》
多利亚人   特洛耶   施里曼

2. 荷马时代的社会
三、古风时代
1. 希腊城邦的形成与海外殖民
2. 斯巴达城邦
来库古改革   斯巴达人   庇里阿西人   希洛特
斯巴达国家的军事化教育

3. 雅典城邦
爱奥尼亚人   提秀斯改革   梭伦改革   克利斯提尼改革

四、古典时代
1. 希波战争
希罗多德   米利都城邦   马拉松战役   温泉关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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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米海战

2. 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
公民大会   五百人会议 公民陪审法庭 十将军委员

会   公职津贴   观剧津贴
3. 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伯罗奔尼撒同盟 提洛同盟

五、马其顿和亚历山大帝国
马其顿方阵   希腊联盟 亚历山大东征

六、古代希腊文化的主要成就
《荷马史诗》 《田工农时》 《伊索寓言》 三大悲剧作家

阿里斯托芬 掷铁饼者 持矛者   雅典娜女神像
米利都学派 以弗所学派 毕达哥拉斯学派 埃利亚

学派 德谟克利特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

多德 伊壁鸠鲁 斯多噶学派 色诺芬 阿里斯塔

克 希帕卡斯 托勒密 欧几里得 阿基米德

阿尔克芒 希波克拉底

第六章  古代 罗 马
一、王政时代
1. 罗马城的起源

“罗慕洛兄弟建罗马城”的传说 拉丁人 萨宾人

2. 塞尔维乌斯改革
塞尔维乌斯 森都里亚

二、共和时代
1. 共和时代早期平民与贵族的斗争
保民官   十二铜表法 李锡尼—绥克斯图法案 波提

利阿法案   霍腾西阿法案
2. 罗马统一意大利
伊达拉里亚人 萨莫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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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罗马对地中海区域的征服
三次布匿战争 东方战争 行省制度

4. 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
拉蒂芬丁 《农业志》

5. 共和制度的衰落
西西里奴隶大起义 格拉古兄弟改革 马略军事改革

苏拉独裁 斯巴达克起义 前三头政治 后三头政治

三、帝国时代
1. 元首政治
奥古斯都 罗马和平 四暴君 五贤帝

2. 3 世纪的危机
隶农 巴高达运动

3. 戴克里先确立君主制
多米那斯 四帝共治

4. 君士坦丁的统治
君士坦丁堡 罗马帝国的分裂

四、古代罗马文化的主要成就
罗马法 自然法 西塞罗 维吉尔 波利比阿

李维 普鲁塔克 阿庇安 斯特累波 托勒密

老普林尼

第七章  西欧的封建国家
一、民族大迁徙与日耳曼人建国
1. 蛮族部落
蛮族 《高卢战记》  《日耳曼尼亚志》 日耳曼尼亚

2. 民族大迁徙与日耳曼人国家
西哥特人 汪达尔人 汪达尔主义 勃艮第人

阿提拉远征 奥多阿克 东哥特人 法兰克人

伦巴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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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制度
1. 墨洛温王朝的“懒王时期”
墨洛温王朝   宫相   懒王   查理·马特

2. 查理帝国的形成与分裂
加洛林王朝   查理大帝   西班牙边区   “罗马人皇帝”
《凡尔登条约》  《墨尔森条约》

3. 封君封臣制度
采邑   封建世袭领地   《凯尔西敕令》  “我的封臣的封
臣,不是我的封臣”  特恩权   誓忠礼

4. 加洛林时期的封建庄园与农奴制度
《萨利克法典》  马尔克   《庄园敕令》  《巴黎圣日耳曼
修道院地产清册》  领主自营地   农奴份地   自由领
有地   条田   轮耕   死手捐   禁用权

三、诺曼征服与英国封建制度的确立
1.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不列颠
七国时代   爱格伯特   北欧海盗   卡纽特帝国
民田   海得   书田   丹麦金

2. 诺曼征服与英国封建制度的确立
申信者爱德华   哈斯丁斯战役   诺曼王朝   《末日审
判书》  维兰   茅舍农   边地农

四、西欧的城市
1. 城市的复兴
2. 城市的经济活动与经济组织
手工业作坊   手工业行会   商人公会   地方集市   
定期市集   香槟市集   地中海贸易区   北海—波罗的
海贸易区

3. 城市的政治活动与政治组织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城市国家   自治城市   自由
城市   行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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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字军东征
1. 东征的背景与原因
收复圣地   克勒芒演说

2. 第一次至第八次东征
爱德萨伯国   安条克公国   耶路撒冷王国   特里波利
伯国   拉丁帝国

3. 东征的后果与影响
六、英国与法国的封建政治
1. 亨利二世统治时期英国的各项制度
安茹王朝   财务署   大法官   郡   百户区
巡回法庭   陪审团   誓证法   神命裁判法   普通法
盾牌金

2. 《大宪章》的签订与议会的召开
无地王约翰   《大宪章》  《牛津条例》  扩大的大会议
模范议会

3. 法国三级会议的召开
加佩王朝   菲力二世   路易九世   三级会议
等级君主制

4. 英法百年战争与人民起义
克勒西战役   普瓦提埃战役   阿金库尔战役   贞德
巴黎市民起义   三月大敕令   札克雷起义
瓦特·泰勒起义   雇工法令   人头税   黑死病   迈尔
恩德纲领   斯密茨菲尔德纲领

七、神圣罗马帝国与意大利
1. 奥托一世创建神圣罗马帝国
奥托一世   神圣罗马帝国

2. 《黄金诏书》确立七大选侯的权力
《黄金诏书》  汉萨同盟   士瓦本—莱茵同盟

3. 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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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西班牙半岛
收复失地运动   卡斯提   阿拉冈   葡萄牙

第八章  西欧的基督教会
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

《旧约》  《新约》  原罪   恩典   末日审判   《米兰
敕令》  《尼西亚信经》

二、教皇国的产生与天主教会组织系统的形成
1. 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
2. 丕平献土与教皇国的产生
3. 东、西教会大分裂与天主教组织系统
东正教   天主教   教皇   枢机主教   宗教会议   
教区   修道团体

三、教皇权与王权
1. 克吕尼运动
2. 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圣职授职权之争
3. 教皇因诺森三世与英国无地王约翰的斗争
4.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与法国国王菲利四世的斗争
阿维农之囚

四、天主教会大分裂与宗教会议运动
比萨宗教会议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

五、宗教异端运动
阿尔比派   使徒兄弟派   威克里夫   劳拉德派   胡
司运动

第九章  俄罗斯封建国家
一、基辅罗斯国家的统治
1. 诺夫哥罗德大公建基辅罗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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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人 瓦兰吉亚人 从瓦兰吉亚人到希腊人之路

2. 基辅罗斯国家的统治
索贡巡行   斯麦尔德 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公国

二、蒙古人的统治与莫斯科公国的兴起
1. 蒙古人的入侵与统治
拔都   金帐汗国 弗拉基米尔及全俄罗斯大公 八思

哈制度

2. 莫斯科大公领导摆脱蒙古统治的战争
莫斯科公国   顿河英雄

三、俄罗斯的统一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1.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的统一活动
2. 伊凡四世的统治
沙皇 沙皇特辖领地制 恐怖伊凡

3. 农奴制度的加强
禁年令

4. 波洛特尼科夫起义
四、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活动

第十章  阿拉伯帝国
一、伊斯兰教的产生
1. 7 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社会危机
汉志 内志 贝都因

2. 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
克尔伯古庙 古莱西 先知

3. 伊斯兰教经典、信条与功修
《古兰经》  《圣训》 六信条 五功

二、阿拉伯半岛统一国家的形成
1. 徙志
徙志 麦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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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伊斯兰教的传播与阿拉伯半岛的统一
三、阿拉伯帝国的形成与瓦解
1. 什叶派与逊尼派的产生
哈里发   什叶派   逊尼派   哈瓦利吉派   倭马亚
王朝   阿拔斯王朝

2. 哈里发的对外扩张与帝国的形成
安拉之剑   马格里布   卡迪西亚战役   尼哈温战役

3. 阿拉伯帝国的瓦解
四、阿拉伯文化

第十一章  日本封建国家
一、大化革新
1. 7 世纪以前的日本
倭   邪马台国   大和国   部民制   屯仓   田庄

2. 盘井之乱与氏族贵族之间的斗争
3. 推古王朝圣德太子的改革
冠位十二阶   宪法十七条   高向玄理   南渊请安   
僧 ?

4. 大化革新
中大兄皇子   孝德天皇   班田收授法   太政官
神鸘官   弹正台   《大宝律令》  《养老律令》

二、庄园经济与幕府政治
1. 班田制的破坏与庄园的形成
三世一身法   寄进式农民   不输不入

2. 幕府政治与武士集团
奈良时期   平安时期   摄关政治   征夷大将军
镰仓幕府   守护   庄头   御家人   承久之乱
评定众   贞永式目   室町幕府   南北朝时期
应仁之乱   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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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的统一与德川幕府的统治
织田信长 丰臣秀吉 德川幕府 幕藩政治 锁国令

第十二章  拜占廷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一、拜占廷帝国
1. 东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
2. 查士丁尼的统治
查士丁尼 《民法大全》 贝利撒留

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1. 土耳其人的由来
2. 塞尔柱突厥人国家
曼齐克特会战 罗姆苏丹国家

3.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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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世界近现代史

第一章 16世纪资本主义曙光下的欧洲
一、开辟新航路与地理大发现
1. 开辟新航路的历史背景
欧亚大陆传统商路的衰落 人口的增殖需要开辟新的生存

空间 欧洲人的寻金热潮 地圆学说的流行 欧洲人

有限的地理知识 多桅快速帆船 指南针用于航海

阿拉伯人的航海经验

2. 开辟新航路与发现新大陆的主要成就
迪亚士航行到达非洲最南端   达·伽马航行到达印度
哥伦布开辟从欧洲到达美洲的航路并且发现了新大陆

麦哲伦环球航行

3. 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上争夺
4. 葡萄牙与西班牙殖民活动的不同特点
西班牙在美洲的统治 监护制与种植园制度 早期黑奴

贸易 葡萄牙在巴西实行的总督制 葡萄牙在东方的贸

易垄断

5. 开辟新航路对世界与欧洲的影响
6. 西欧各国对殖民地与商业霸权的争夺
二、文艺复兴
1. 文艺复兴运动的年代范围
2. 文艺复兴首先发生于意大利的社会条件
3. 人文主义思想体系
4. 文艺复兴文化的代表人物与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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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改革
1.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教皇出售赎罪券 路德发表《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
莱比锡论战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三大论著与基本观点
罗马教皇与帝国皇帝对路德的迫害 马丁·路德与德文版
《圣经》  《奥格斯堡告白》  《奥格斯堡和约》与教随国定
原则

2. 德意志骑士暴动与农民战争
胡登与济金根领导的骑士暴动 托马斯·闵采尔   《书简》
《十二条款》  《海尔布琅纲领》 永久议会

3. 加尔文宗教改革
《基督教要义》与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 加尔文与日内瓦

的长老会组织

4. 英国宗教改革
亨利八世的婚姻案 宗教改革议会与宗教改革立法

确立王权至尊 解散修道院的措施 爱德华六世时期对

宗教教义与礼拜仪式的改革 玛丽一世恢复天主教的措施

血腥的玛丽 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改革措施 《三十九信
条》 国教会的分裂 清教徒

四、君主专制时期的英国与法国
1. 英国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
英国的羊毛业与羊毛纺织业 集中的手工工场

分散的手工工场

2. 英国早期的圈地运动
惩治流浪者的血腥立法

3. 都铎王朝前期王权的加强
玫瑰战争与都铎王朝的建立 “国王在议会中”的政体

4. 海外拓殖与英西海战
都铎王朝的重商主义政策 英西海战

5. 16 世纪前期法国王权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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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剑贵族与穿袍贵族

6. 意大利战争
7. 胡格诺战争
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

五、尼德兰革命与荷兰国的诞生
1. 西班牙在尼德兰的专制统治与经济政策
2. 革命的开始
贵族同盟的请愿书 圣像破坏运动 尼德兰总督

阿尔发的恐怖统治与经济掠夺政策 奥兰治亲王威廉转入

武装行动 乞丐同盟组建海上同盟 森林乞丐

奥兰治亲王威廉就任荷兰、西兰联省执政 旨在恢复南北统

一的《根特协定》 尼德兰总督帕尔马颁布《永久敕令》
3. 南北分裂与联省共和国的成立
阿拉斯联盟的成立与《根特协定》的瓦解 乌特勒支同盟的

成立与联省共和国

第二章 17世纪到 18世纪中叶的
西方和东方世界

一、17 世纪英国革命
1. 革命前的英国
对外贸易 殖民掠夺 圈地运动 工商业的发展与新

兴阶级

2. 革命的开始和内战
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 苏格兰人民起义 长期议会

内战的爆发 马斯顿荒原之战 “新模范军” 克伦

威尔 纳斯比战役

3. 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
共和国的建立 掘土派运动 远征爱尔兰 航海条例

与英荷战争 护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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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复辟王朝和“光荣革命”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布列达宣言 查理二世 詹姆斯

二世   光荣革命 威廉三世

5. 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权利法案   叛乱法案   三年法案 嗣位法 英国革

命的历史意义

二、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改革和启蒙运动
1. 法国
路易十四 马扎然 科尔伯的改革

2. 德意志
三十年战争   农奴制的恢复 奥地利玛丽亚·特蕾西亚和
约瑟夫二世的改革 普鲁士王国 腓特烈二世的改革

3. 俄国
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 彼得一世改革

4. 西欧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背景 格老秀斯 斯宾诺莎 密尔顿

霍布斯 洛克 伏尔泰 孟德斯鸠 卢梭 百科

全书派 重农学派 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论 启蒙运

动的意义

三、17 世纪初到 18 世纪中叶的东方诸国
1. 日本
德川家康 幕藩体制 锁国令

2. 莫卧儿帝国
军事采邑制 沙加汗时期 奥朗则布

3. 奥斯曼帝国的兴衰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一、美国独立战争
1. 独立战争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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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殖民地的开拓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 英国对北美殖

民地的压制 波士顿倾茶事件 大陆会议

2. 独立战争
莱克星顿枪声 第二届“大陆会议” 大陆军 华盛顿

杰斐逊 《独立宣言》 萨拉托加大捷 巴黎和约

3. 1787 年宪法和美国联邦政府的成立
制宪会议 1787 年宪法 宪法 10 条修正案 联邦政

府的成立

二、法国大革命
1. 法国大革命的背景
旧制度时期 路易十六 财政危机 启蒙思想的传播

2. 大革命的爆发和君主立宪派执政
三级会议的召开 制宪议会 攻占巴士底狱 君主立

宪派 八月法令 人权宣言 夏普利埃法 1791 年
宪法 立法议会

3. 革命战争与吉伦特派的统治
8 月 10 日革命 吉伦特派 瓦尔米大捷 法兰西第一

共和国的成立

4. 雅各宾派专政
巴黎人民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雅各宾派 救国委员会

丹东   罗伯斯庇尔 土地法令 1793 年宪法   《惩
治嫌疑犯条例》 全面限价法令 全国动员法案

恐怖统治 热月政变

5. 热月党时期
热月党及其政策 督政府 雾月政变

6. 拿破仑帝国
拿破仑一世 法兰西第一帝国 拿破仑法典 拿破仑

战争 远征俄罗斯 莱比锡决战 滑铁卢会战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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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也纳会议与 19 世纪 20—30 年代的革命运动
1. 维也纳会议
维也纳会议与“最后总决议”

2. 神圣同盟和 20 年代的革命运动
神圣同盟   四国同盟   西班牙革命   意大利革命   
希腊民族解放战争   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

3. 1830 年法国、比利时革命和波兰民族起义
法国七月革命   比利时革命   波兰民族起义

四、1848 年欧洲革命
1. 革命的原因和革命的爆发
2. 法国革命
巴黎二月革命   临时政府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六月
起义   路易·波拿巴   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建立

3. 德意志革命
德意志三月革命   法兰克福议会   德意志帝国宪法   
护宪运动

4. 东南欧的民族运动
五、拉丁美洲各国独立战争
1.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
2. 海地革命
杜桑·卢维杜尔   1804 年海地独立

3. 拉美独立革命的开始和胜利
西属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两个阶段   墨西哥独立运动   
伊达尔哥   多洛雷斯呼声   委内瑞拉独立运动   西蒙·
玻利瓦尔   何塞·圣马丁   阿亚库乔战役   巴西的独立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历史意义

4. 门罗宣言   门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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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业革命  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第一国际

一、英国工业革命
1. 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原因
英国工业革命的条件和优势

2. 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成就
棉纺织业中的机器发明   采煤业和冶铁业中的技术革新
瓦特改良蒸汽机   工业革命的完成

3. 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
生产力的提高   社会关系的变革   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
市化趋势   世界各地联系的密切   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二、工业革命的扩散
1. 法国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真正起步   工业革命的完成阶段   第二帝国
政府的政策   法国工业革命的特点和不利因素

2. 美国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有利条件   塞缪尔·斯莱特与美国第一家纺纱厂
第二次独立战争   工业革命的完成

3. 德国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进程   关税同盟   德国工业革命的特点

4. 俄国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   边区殖民地   工业革命的进程与
特点

三、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 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状况
工人阶级的来源   欧洲工人阶级的苦难及其根源   新“济
贫法”

2. 英国早期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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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德运动 哈第与伦敦通讯会 宪章运动 人民宪章

全国宪章协会 奥康诺 琼斯 哈尼

3. 法国工人运动
1831 年和 1834 年的两次里昂工人起义 布朗基与四季社

伊加利亚运动 蒲鲁东

4. 德国工人运动
1844 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 正义者同盟

四、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 空想社会主义
马布利 摩莱里 圣西门主义 傅立叶主义 欧文

主义

2.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 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
党宣言》

五、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
1. 第一国际
伦敦圣马丁堂集会 国际工人协会 成立宣言 临时

章程   主要活动
2. 巴黎公社
色当会战   3 月 18日巴黎无产阶级革命 巴黎公社的成立

巴黎公社的革命措施 巴黎公社的意义

第五章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世界市场的形成

一、欧美的民族民主运动  改革运动
1. 英国的改革

1832 年议会改革   1867 年议会改革 文官制度的改革

2. 德意志的统一
普鲁士领导德意志统一的原因 俾斯麦 铁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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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王朝战争 德意志帝国 德意志统一的意义

3. 意大利的统一
撒丁王国 加富尔的改革 1859 年对奥战争 两西西

里起义 加里波第 红衫军 意大利王国的成立

意大利统一的意义

4. 俄国 1861 年改革
克里米亚战争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1861 年废除农奴制
的法令 俄国 1861 年改革的性质和意义

5. 美国内战
废奴运动  约翰·布朗起义   林肯 内战的爆发 宅

地法 解放宣言 美国内战的性质和意义

二、19 世纪中期以前欧洲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
1 . 主要政治思想
保守主义 埃德蒙·伯克 《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 法

国的保守主义 迈斯特尔 博纳尔

民族主义 费希特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
自由主义 边沁的功利主义 密尔的自由学说 法国

的自由主义 贡斯当 托克维尔

2. 古典政治经济学
亚当·斯密 《国富论》 大卫·李嘉图 马尔萨斯的人

口论

3. 德国古典哲学
康德   谢林 黑格尔 费尔巴哈

4. 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
5.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古典主义 剧作家:高乃依、拉辛和莫里哀   画家:戈雅、
大卫 音乐家:巴赫、亨德尔、海顿和莫扎特
浪漫主义 作家:英国的华兹华斯、科勒律治、拜伦、雪莱和
济慈,德国的歌德和狂飙突进运动的其他人物,法国的雨果、大
仲马、乔治桑,俄国的普希金   画家:法国的德勒克洛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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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肖邦、舒曼、李斯特和贝多芬   历史学家:卡莱尔
三、日本明治维新与亚洲革命风暴
1. 明治维新
幕府统治的危机   倒幕运动   明治政府的改革措施   
明治维新的意义

2. 亚洲革命风暴
亚洲革命风暴的背景   亚洲革命风暴的内容   印度民族
大起义

第六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向
垄断过渡  列强瓜分世界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
1. 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特点和影响
科技的新成就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和影响

2. 垄断组织的形成、发展与作用
垄断组织的产生   垄断组织的形式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
阶段   垄断组织的作用

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向
1. 英国
英国丧失世界工业垄断地位的原因   保守党   自由党
国民教育改革   第三次议会改革   议会法   爱尔兰自
治法案   英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光荣孤立

2. 法国
影响法国工业发展速度的主要原因   共和政体的确立   
温和派   激进派   布朗热事件   巴拿马运河公司丑闻
德雷福斯案件   共和党的对外政策

3. 德国
1871 年后德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和环境   文化斗争   
非常法   大陆政策   世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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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国
美国经济迅速起飞的原因 两党制度 泛美主义 “门
户开放”政策 美国外交政策的特点

5. 俄国
1861 年后的经济增长 对外扩张 1877 年俄土战争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6. 日本
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福泽谕吉   《文明论概
略》  自由民权运动 伊藤博文 大日本帝国宪法

日本对外侵略   江华条约
三、19 世纪后期欧洲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
1.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伯特·斯宾塞 《社会静力学》

2. 尼采的唯意志论
弗里德里希·威·尼采 《悲剧的诞生》  《查拉图士特拉如
是说》  《善恶的彼岸》  《强力意志》

3. 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
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大纲》  《国民经济体
系》  新历史学派 卡尔·门格尔 奥地利学派

4.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 法国的左拉、巴尔扎克、福楼拜 英国的狄更

斯、乔治·艾略特、哈代 俄国的托尔斯泰 美国的德莱塞

现实主义艺术家

四、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1. 欧美工人运动

19 世纪后期欧美工人阶级成长壮大的主要表现   1886 年芝
加哥工人大罢工 费边社 劳联   劳动解放社 《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及德国古
典哲学的终结》

2. 第二国际的成立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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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际成立的背景 威廉·李卜克内西 倍倍尔 拉

法格 普列汉诺夫 第二国际的成立 第二国际前期

的活动 伯恩斯坦 修正主义 第二国际后期的活动

巴塞尔宣言

3. 列宁主义的诞生和俄国 1905 年革命
列宁 火星报 《怎么办?》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 布尔什维克 孟什维克   列宁主义的诞生
俄国 1905 年革命   “流血的星期日”  12 月武装起义
尼古拉二世 十月十七日同盟 六三政变

五、列强瓜分世界
1. 世界领土被瓜分完毕
对非洲的瓜分 斯坦利 《穿过黑暗大陆》 利奥波德

二世 1884 年柏林会议 刚果自由邦 列强瓜分亚洲

争夺拉丁美洲的活动 1880 年英阿协定
2. 重新瓜分世界的角逐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 美西战争 缅因号事件

英布战争   南非联邦 日俄战争 朴茨茅斯和约

3. 整体世界的形成
六、亚非拉人民的反抗斗争
1. 非洲人民的反抗斗争
埃及阿拉比领导的抗英斗争 “欧洲内阁”  祖国党
苏丹马赫迪大起义 麦纳利克 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战争

《亚的斯亚贝巴条约》
2. 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
古巴独立战争   何赛·马蒂 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

3. 亚洲民族运动的新高潮与亚洲的觉醒
朝鲜甲午农民战争 越南安世农民起义 印度国大党

何塞·黎萨的“宣传运动” 伊朗立宪运动 亚洲的觉醒

伊朗资产阶级革命 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青年土耳其

党 印度民族运动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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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一、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的国际形势
1. 法德对立和三皇同盟
法德矛盾 三皇同盟 法德战争危机

2. “东方危机”和柏林会议
“东方危机”的爆发 圣斯特法诺和约 1878 年柏林会议
柏林和约

3. 三国同盟和法俄协约
德奥同盟 三国同盟 法俄军事协定

4. 三国协约的形成
1904 年英法协约   1907 年英俄协约   “三国协约”的形成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
1. 大战的爆发和性质
萨拉热窝事件 大战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

2. 重要战役
马恩河战役 凡尔登战役 索姆河战役

3. 大战的结束
俄国二月革命 奥匈帝国的瓦解 德国的投降

三、俄国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
1. 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2. 《四月提纲》和革命和平发展
3. 武装起义方针的确立和革命形势的成熟
七月事件   布尔什维克党六大 科尔尼洛夫叛乱

4.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
攻打冬宫   《和平法令》  《土地法令》 人民委员会的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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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1. 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政治经济措施
2.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
3. 粉碎外国武装干涉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三次大规
模武装干涉

4.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
五、德国十一月革命
1. 革命前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斯巴达克团

2. 十一月革命的进程
基尔港水兵起义   德国共产党的建立   柏林一月战斗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3. 十一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
六、东欧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1. 东欧民族国家的建立
2.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库恩·贝拉

3. 外国武装干涉和苏维埃共和国的被颠覆
七、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
1. 共产国际的建立
建立的背景   共产国际一大

2. 共产国际的初期活动
共产国际二大、三大、四大

第八章  一次大战后初期和相对稳定时期的世界
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及其调整
1. 巴黎和会的召开
操纵会议的大国   帝国主义列强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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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及其主要内容
3. 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的成立 国联盟约的主要内容 委任统治

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形势
海军军备竞赛   美日矛盾

5. 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及签订的主要条约
《四国条约》  《五国海军协定》  《九国公约》

6.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实质
7. 国际关系的调整
鲁尔危机   道威斯计划   扬格计划 胡佛 延债宣

言   《洛迦诺公约》  《非战公约》
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
1.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族民主运动概况
一战后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原因 民族民主运动的特点

2. 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甘地   甘地主义 国大党 阿姆利则惨案 第一次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乔里乔拉事件 第二次非暴力不合

作运动   食盐进军
3. 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和改革
凯末尔   《国民公约》  《洛桑和约》 凯末尔主义

4. 埃及的独立运动
“华夫脱”运动 柴鲁尔 埃及的独立 1922 年宪法

5. 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
桑地诺抗美游击战争 墨西哥卡德纳斯改革

三、二三十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1.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背景 布尔什维克党十大 新经济政

策的主要内容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2. 苏联的成立
3. 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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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   五年计划的实施   农业全盘集体化
4. 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
托洛茨基   布哈林

5.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
1936 年宪法   斯大林模式的特征   大清洗运动

四、战后初期和 20 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1. 走向衰落的英国
第一届工党政府   1926 年工人大罢工   1926 年帝国会议
威斯敏斯特法

2. 重建中的法国
3. 魏玛共和国和德国经济的复兴
魏玛宪法   纳粹运动的兴起   纳粹党   25 条纲领   
啤酒馆暴动   《我的奋斗》

4. 意大利法西斯专政的建立
法西斯运动的兴起   法西斯党   向罗马进军   法西斯
专政的建立   职团制

5. 美国的经济繁荣
“柯立芝繁荣”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政治上的保守

6. 日本的政党政治和协调外交
米骚动   政党政治的实现   普选法和治安维持法
协调外交   东方会议   法西斯运动的兴起   北一辉

第九章  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影响下的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和国际关系

一、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1. 危机的爆发和主要表现
2. 危机的主要原因
3. 危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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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1. 新政的提出
2. 新政的主要内容

《工业复兴法》  《农业调整法》  《社会保险法》  《全国
劳工关系法》

3. 新政的性质和影响
三、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1. 希特勒上台
2. 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和扩军备战
国会纵火案   《授权法》

四、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1. 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开始和政党政治的结束

“五一五”事件
2. 日本法西斯专政的初步建立

“二二六”事件 广田弘毅内阁

五、英法的衰落
1. 困境中的英国经济
2. 法国人民阵线政府
人民阵线运动

六、30 年代国际关系
1. 苏联集体安全体系的设想和共产国际七大
2. 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意大利侵埃意图和英法的纵容 美国的《中立法》

3. 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
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成立 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 英

法美的绥靖 “不干涉政策” 国际纵队

4.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5. 慕尼黑阴谋
轴心国集团的形成 反共产国际协定 德国吞并奥地利

慕尼黑协定 苏台德问题 张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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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战迫近
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危机 英法苏三国谈判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第十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和初期阶段
1. 德国入侵波兰
波兰败降

2. 苏联建立东方战线
苏芬战争

3. 德国进攻西欧
敦刻尔克撤退 法国败降 “自由法国”运动

4. 不列颠之战
丘吉尔

5. 德国入侵巴尔干和北非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扩大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
1. 苏德战争的爆发
苏军初战失利 莫斯科战役

2.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日本南进方针的确定 《日苏中立条约》 日美谈判

珍珠港事件

3. 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租借法案》  《大西洋宪章》  《联合国家宣言》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
1. 斯大林格勒战役
库尔斯克战役

2. 中途岛海战和瓜岛战役
3. 阿拉曼战役和北非战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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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投降

4. 《开罗宣言》和德黑兰会议
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 法西斯德国的投降
诺曼底战役   雅尔塔会议   攻克柏林

2. 波茨坦会议和《波茨坦公告》
3.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原子弹的投掷   苏军出兵中国东北   中国战场大反攻

4.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第十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
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

一、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确立
1. 世界经济多样性统一的加强
布雷顿森林体系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2. 战后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
雅尔塔体系   联合国的建立

3. 思想文化的新潮流
人权思想和和平思想的普及   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

4. 对战败国的处置
五国和约的缔结   对德分区占领   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

二、战后初期的社会主义国家
1. 战后初期的苏联
斯大林时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政治生活

2.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
3. 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及其伟大意义   朝鲜人民民主社会
主义共和国的建立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

4.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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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及苏南冲突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的签订

三、冷战的兴起
1. 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和美苏矛盾
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   “铁幕”演说 战后初期苏联的对

外政策

2. 冷战的爆发
杜鲁门主义 马歇尔计划

3. 两大阵营的对峙
柏林危机 北约的成立 德国的分裂 《旧金山对日和
约》 欧洲共产党九国情报局 经互会 华约

4. 冷战中的热战
朝鲜战争

第十二章  各国的改革发展和世界多极化趋势
一、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1. 美国政府的对内政策和社会经济

“公平施政”  “现代共和党主义”  “新边疆”  “伟大社
会” 麦卡锡主义 黑人民权运动 小石城事件 马

丁·路德·金
2. 从战败到经济大国的日本
战后民主改革 经济高速发展及其原因 安保斗争

3. 西欧各国的恢复和发展
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 英国的国有化和福利国家政策

法国的重建和政局的变迁

4.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原因 战后国家垄断资

本主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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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联东欧的改革
1. 斯大林逝世和赫鲁晓夫改革
斯大林逝世及对他的评价   苏共二十大

2. 勃列日涅夫改革
3.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改革
4. 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
波兹南事件   匈牙利事件   卡达尔改革   哥穆尔卡改革

5. 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苏联侵捷事件

三、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涨和殖民体系的瓦解
1. 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形势和特点
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成就   民族民主运动取得胜利的原
因和特点

2. 亚洲的民族民主运动
印巴分立   印度尼西亚独立   以色列建国和巴勒斯坦战
争   印度支那抗法救国战争和抗美救国战争   菲律宾、缅
甸和马来亚的独立

3. 非洲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
埃及共和国的成立   苏伊士运河战争   阿尔及利亚民族
解放战争   撒哈拉以南地区独立运动的兴起   “非洲年”

4. 拉丁美洲的反美反独裁斗争
古巴革命   巴拿马、尼加拉瓜等国的反美反独裁斗争

四、国际关系的多极化趋势
1. 第三世界的兴起和发展
亚非会议   万隆精神   不结盟运动   南南合作和南北
会谈   七十七国集团   第三世界兴起的意义

2. 美苏争霸及其态势的演变
美苏缓和的开始   第二次柏林危机和戴维营会谈   古巴
导弹危机、柏林墙事件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美苏争霸
态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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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中苏关系的破裂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   欧洲共产主义

4. 美、日、西欧的三足鼎立
欧共体的建立和发展   戴高乐时期法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
策   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   日美矛盾的加剧   《新日
美安保条约》

 第十三章  20世纪 70、80年代的世界
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社会
1. 经济滞胀和社会结构变化
2. 70、80 年代的美国
尼克松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和新联邦主义   “水门事件”  
里根政府的新保守主义“革命”

3. 70、80 年代的西欧和日本
西欧各国的政局   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变化
1. 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改革   “八一九”事件   苏联解体

2. 东欧各国剧变
东欧各国的剧变   南斯拉夫的分裂   德国的统一

3. 中国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三、发展中国家的曲折发展
1. 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
印度的政局演变和经济发展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   
东南亚国家联盟

2. 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
海湾产油国的经济发展   伊朗的白色革命和伊斯兰革命
阿以冲突的继续和巴以和谈   两伊战争

3. 非洲独立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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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就和问题   非洲国家的政局
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制度的崩溃

4. 拉丁美洲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
拉丁美洲经济现代化的成就和问题   拉丁美洲的经济一
体化   拉丁美洲的政治民主化趋势

四、美苏关系
1. 70 年代美苏争霸态势的变化

“尼克松主义”  欧安会   苏联入侵阿富汗
2. 80 年代的对抗和缓和
星球大战计划

3. 冷战的结束

第十四章  走向 21世纪的世界
一、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
1.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2. 美国经济的发展
3. 西欧与日本的相对停滞
二、转型中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
1. 经济体制的转变
2. 政治体制的转变
三、冷战后的世界格局
1. 新旧格局的交替和世界多极化趋势
2.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加强
四、中国的发展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十五章  20世纪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
1. 20 世纪上半期的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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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2. 第三次技术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和影响

二、20 世纪的思想文化
1. 哲学
逻辑实证主义 存在主义 萨特 结构主义 西方

马克思主义

2. 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 货币学派 供应学派

3. 历史学
文化形态史学 年鉴学派 新社会史学派 计量史学

4. 心理学和社会学
弗洛伊德 马克斯·韦伯

5. 文学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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