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中南民族大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中国史综合 

科目代码：613 

适用学科专业：中国史 

一、考试性质 

中国史综合考试是为中南民族大学招收中国史学科硕

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一级学科统一入学考试

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所掌握的历史

学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评价的标准是高等

院校中国史学科优秀本科生所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

平，以利于学校择优选拔，确保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二、考查目标 

考查学生对中国史基础知识和理论、基本研究方法，以

及考生是否具有攻读此学位所应具备的相关专业基本知识

与基本能力；是否具有通过有计划地培养后能初步运用所学

的中国史知识与理论分析历史或现实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30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2.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考查的题型及其比例 

名词解释（20%） 

（1）要求考生根据历史学基本知识对所列名词进行解

答，内容要体现出该名词所涉及的时空范围及历史脉络等。 

（2）共 4 题，每小题 15 分，共 60 分。 

简答题（27%） 

（1）要求考生根据历史学基本知识对所列题目进行解

答，内容要简洁明了，要点突出，层次清晰。 

（2）共 4 题，每小题 20 分，共 80 分。 

史料分析题（13%） 

（1）要求考生在阅读原始史料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学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对史料进行分析，能够辨识出史料的

产生年代、反映的历史事件及其背景、影响。 

（2）原始史料一段，共 2 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 

论述题（40%） 

（1）要求考生根据历史学的基本知识对所列题目进行

解答，内容要体现出一定归纳分析能力、理论概括能力及逻

辑思维能力。 

（2）共 4 题，每小题 30 分，共 120 分。 

四、考查内容 

中国古代史 



第一章 史前时代 

（一）旧石器时代的人类 

（二）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遗存 

（三）古史传说：五帝传说，禅让制 

第二章 夏商西周 

（一）夏朝与夏文化的探究 

1.夏朝的建立 

2.夏朝的社会制度 

3.夏文化，“二里头文化” 

（二）商朝及其考古发现 

1.商朝的建立与政治经济制度 

2.青铜文化与甲骨文 

（三）西周的盛衰  

1.西周的建立：武王伐纣和周公东征 

2.西周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分封制，宗法制度，井田制 

3.西周的灭亡：国人暴动和平王东迁 

4.甲骨文和金文  

第三章 春秋战国 

（一）春秋时期 

1.王室衰微与大国争霸：春秋五霸 

2.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井田制的解体，

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二）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的确立 

1.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与变法运动：三家分晋，田氏代

齐，商鞅等变法  

2.各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三）春秋战国的思想与文化：诸子百家  

第四章 秦汉 

（一）秦帝国的建立及其历史影响  

1.巩固统一的措施 

2.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形成 

3.秦末农民战争：陈涉首义和楚汉之争 

（二）西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1.西汉建立与文景之治 

2.汉武帝的统治与西汉的强盛 

3.西汉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和亲，对匈奴的战争，张骞

通西域等 

4.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与王莽改制 

（三）东汉的政治 

1.绿林赤眉起义和东汉的建立 

2.东汉的社会经济：豪强地主田庄 

3.东汉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 

4.东汉后期的腐朽统治和黄巾起义：外戚宦官专权，党 

锢之祸，黄巾起义 



（四）两汉文化：经学、史学等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 

（一）三国鼎立与西晋的短暂统一 

（二）东晋南朝的政治与经济 

1.士族与门阀政治 

2.南朝政权的更替和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十六国北朝的政治形势与民族关系 

（四）北朝经济的缓慢发展与民族大融合：北魏孝文帝 

改革 

（五）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与科技：思想文化的多 

元化发展 

第六章 隋唐五代 

（一）隋朝的统一与覆灭 

（二）唐朝前期政治  

1.唐朝的建立和“贞观之治” 

2.武则天和唐玄宗的统治 

3.隋及唐前期的国家制度与社会经济 

（三）安史之乱与中晚唐政局：  

1.安史之乱 

2.中晚唐的财政改革与社会经济：两税法 

3.唐末农民战争 

（四）隋唐的民族关系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五）隋唐的思想、文化和科技：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 

唐代的崇道 

（六）五代十国的政治与经济：周世宗改革  

第七章 宋、辽、西夏、金、元 

（一）宋朝建立与专制集权的加强 

（二）北宋中期的统治危机与王安石变法 

（三）辽、西夏、金的建立及其制度 

（四）宋、辽、西夏、金的关系 

（五）元朝的统一及其影响  

1.蒙古族的发展和蒙古国的建立 

2.蒙古灭西夏和金 

3.四大汗国的建立 

4.元朝的政治：不平等的民族政策等 

（六）宋元的社会经济 

（七）宋元的社会矛盾与农民起义 

（八）宋元的思想、文化与科技：程朱理学等 

（九）宋元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第八章 明、清(鸦片战争前) 

（一）明初专制集权统治的加强 

（二）明中后期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1.宦官干政和内阁倾轧 

2.张居正改革 



3.后期的社会危机 

4.明末农民战争 

（三）清代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1.明清鼎革与清初的社会矛盾 

2.清代疆域的奠定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3.康乾盛世及其社会问题 

（四）明清国家制度 

（五）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代中后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六）明清对外关系与贸易 

（七）明清思想、文化和科技：“陆王心学”，乾嘉考据

之学等 

 

 

中国近代史（1840-1919）  

第一章 鸦片战争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中西的接触与冲突；鸦片贸易；虎 

门销烟 

（二）鸦片战争的经过  

战争的三个阶段；《南京条约》及其内容 

（三）鸦片战争后的中国  



1.首批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及其内容、危害 

《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虎门条约》  

2.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3.经世致用思潮 主要代表人物、著述及思想主张  

第二章 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原因；洪秀全早期的活动和思想 

（二）太平天国前期的军事胜利  

金田起义；永安分封；太平天国的北伐和西征；响应太

平天国的反清起义； 

（三）太平天国前期的制度和政策 圣库制度；男女分

馆制度；《天朝田亩制度》；乡官制度；太平天国前期制度和

政策的评价 

（四）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政策与措施  

厘金制度；湘军 

（五）第二次鸦片战争  

1.战前英法美等国的修约活动 

2.战争的借口  

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 

3.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经过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4.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六）辛酉政变及其以后的清朝政局  

1.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的缘起、过程与影响  

2.政策与制度的变化 

“借师助剿”；总理衙门；总税务司；南洋大臣；北洋 大

臣；同文馆 

（七） 太平天国的后期  

1.天京事变 天京事变起因、过程与影响  

2.后期的政治、经济 

李秀成；陈玉成；洪仁玕；《资政新篇》的内容与评价 

3.后期的军事斗争  

三河之役；安庆保卫战；天京保卫战  

4.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和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第三章 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1.列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赫德与中国海关；蒲安臣使团  

2.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深入 

3.自然经济结构的逐步解体 

（二）洋务派与晚清政治派别  

洋务派的产生及其思想主张；不同的洋务集团；洋务派

与清流派、顽固派之间的关系 

（三）创建军事工业与新式海陆军  



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及其特点；洋务派编练新式

海陆军 

（四）近代民用企业的产生  

1.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 

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原因，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 

办的洋务民用企业及其特点 

2.商办企业 商办企业的出现及其特点 

（五）兴办文化教育事业  

创办近代新式学校；派遣留美、留欧学生；翻译西书 

（六）新阶级的出现和思想文化的演变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

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主张及其评价 

（七）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第四章 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 

（一）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1.新疆危机  

左宗棠收复新疆；《伊犁条约》  

2.美、日侵犯台湾 

3.英俄进窥西藏 

马嘉理事件、《烟台条约》 

（二）中法战争  



1.法国侵越与黑旗军的援越抗法 刘永福；黑旗军  

2.中法战争的经过 

战争的三个阶段；马尾海战；冯子材与镇南关大捷；《中 

法新约》的签订及其内容 

3.中法战争结局与影响  

中国不败而败的原因；中法战争的影响 

（三）中日甲午战争 

1.战前的中国和日本  

战前日本对华侵略政策；战前的中日关系  

2.甲午战争的经过 

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与人物；《马关条约》的签订及其危

害 

1.战后的反割台斗争  

台湾民主国；反割台的代表人物及其活动  

2.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及其影响  

中国失败的原因，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影响 

第五章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一）民族危机的加重  

列强强占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

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 

（二）戊戌维新  

1.维新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公车上书；各地的维新变法运动；重要的维新变法团体、 

学堂与报刊 

2.康、梁等人的维新变法思想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的代表作品及其维新变

法思想 

3.维新派与顽固守旧的思想论战 

论战的缘起、内容与评价；张之洞的《劝学篇》；中体

西用 

4.百日维新与戊戌政变  

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戊戌政变；戊戌六君子  

5.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与失败原因  

（三）义和团运动  

1.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义和团兴起的原因；义和团在各地的发展；扶清灭洋口

号的评价；清政府对待义和团政策的变化过程  

2.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侵华与中国的抗击；《辛丑条约》签订及其内

容、危害 

3.义和团运动时期南方的重要政治事件  

“东南互保”；惠州起义；自立军起事 

4.义和团运动历史意义与失败原因  

第六章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一）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 

列强侵略的加深；20 世纪初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二）清末新政 

1.1901—1905 年间的新政改革  

新政的内容及其影响  

2.预备立宪时期的新政改革 

预备立宪与新政改革；立宪派与预备立宪运动；“铁路 

干线国有”政策与保路风潮 

3.清末新政的影响及其失败的原因  

（三）20 世纪初的反帝爱国运动  

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 

（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1.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创立 

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思想与活动；兴中会  

2.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与革命团体的建立  

章炳麟、邹容、陈天华及代表作；华兴会、光复会、日

知会 

（五）同盟会的成立与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

战；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武装起义 

（六）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  

武昌起义和全国响应；南京临时政府及其评价；帝国主



义的破坏与袁世凯窃取政权；“宋案”与二次革命 

（七）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失败原因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失败原因 

（八）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与文化 

国粹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文化教育事业的新发 

展 

第七章 北洋军阀的统治与近代中国历史的新趋向 

（一）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及其覆灭  

1.袁世凯的专制统治  

民国初年袁世凯破坏民主政治的活动  

2.民初的反袁斗争  

白朗起义；中华革命党  

1.洪宪帝制与护国运动  

2.筹安会；洪宪帝制；护国运动 

（二）军阀割据与护法运动  

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段祺瑞的

独裁；护法运动 

（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二十一条”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沙俄对西北边疆的 

侵略；英国对西藏的侵略 

（四）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  

农村的社会经济；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五）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中西文化论战；马克思主义

开始传播 

 

 

中国现代史 

第一章 五四运动 

（一）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  

1．北洋军阀的统治 

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 

2．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壮大 

3．《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4．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二）五四爱国运动  

1．山东问题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2．五四运动的经过 

3．五四运动的意义 

（三）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  

1．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 

2．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争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 

2．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1．华盛顿会议与中国 

2．直皖战争和“武力统一”、“联省自治”政策 

3．中国民族经济的衰退 

4．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农民运动兴起  

1．香港海员罢工 

2．安源路矿工人罢工 

3．开滦煤矿工人罢工 

4．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5．浙江、广东、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的兴起 

（四）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  

1．孙中山与北伐 

2．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孙中山的帮助 

3．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文化思想  

1．马列主义宣传教育的开展 

2．文学革命的发展 

3．反对封建复古派 

4．“科学和人生观”的论战  



第三章 国共合作的形成 

（一）国民党“一大”、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二）广东革命运动的发展  

1．黄埔军校的建立 

2．广州农讲所 

3．沙面罢工 

4．平定商团叛乱 

（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运动 

（四）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五卅运动  

1．中共“四大” 

2．五卅运动 

3．省港大罢工 

（五）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 

1．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 

2．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 

（六）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1．对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2．反对西山会议派，国民党“二大”的召开 

3．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4．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第四章 北伐战争 

（一）北伐前夕国内政治军事形势  



1．北洋军阀各派的割据与暂时的合作 

2．北洋军阀各派的联合“反赤”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1．先遣队入湘作战和国民政府誓师北伐 

2．两湖战场告捷，进军东南五省 

3．武汉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北伐 

（三）武汉、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 

义 

1．收回武汉、九江英租界 

2．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四）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  

1．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 

2．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第五章 武汉国民政府 

（一）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其对内对外政策  

1．迁都之争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2．武汉国民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 

（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加紧干涉 

2．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三）武汉地区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  

1．武汉政府讨蒋和工农运动的高涨 



2．反革命势力对武汉的包围 

3．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1．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 

2．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3．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4.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及其教训 

（五）对甲寅派、现代评论派的批判 

第六章 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红色政权的创立与发

展 

（一）中国工农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1．南昌起义 

2．八七会议和秋收起义 

3．广州起义 

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  

1．国民党新军阀的暂时统一 

2．南京政府的内政与外交 

（三）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

的理论 

1．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2．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 



（四）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共在国统区的斗争  

1．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 

2．中共在国统区的斗争 

（五）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反军事“围剿”的胜利 

1．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2．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 

3．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 

4．各革命根据地反军事“围剿”的胜利 

5．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出现 

（六）国统区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斗争  

1．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

立 

2．教育战线上的斗争 

3．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第七章 抗日反蒋 

（一）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  

1．九一八事变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2．一二八事变和《淞沪停战协定》 

3．帝国主义各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 

4．中共的抗日主张，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二）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及其殖民统治，东北人民

的抗日斗争 



1．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及其殖民统治 

2．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三）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1．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建立 

2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3．土地革命的深入 

4．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四）国民党的分化、法西斯化和官僚买办化  

1．国民党的分化、分裂和动摇 

2．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日益法西斯化 

3．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 

4．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 

（五）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发展、遵义会议、 

二万五千里长征 

1．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发展 

2．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长征开始 

3．遵义会议 

4．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红军长征的胜利 

（六）国统区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  

1．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2．文艺思想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 

3．三十年代初期左翼文化的成就  



第八章 西安事变 

（一）一二九运动、瓦窑堡会议  

1．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的加深 

2．日本对华北经济侵略的加紧及其与英美矛盾的扩大 

3．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同亲日派的分化 

4．一二九运动 

5．瓦窑堡会议 

（二）西安事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红军东征回师，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确定 

2．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3．西安事变 

4. 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 

5．中共全国代表会议 

（三）红军主力长征后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第九章 全民族奋起抗战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七七”卢沟桥事变 

2．“八一三”上海抗战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4．各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 

（二）洛川会议和敌后游击战  

1．洛川会议 



2．华北敌后游击战的初步展开 

3．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4．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5．共产党人论持久战 

6．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反对党内新投降主义的斗争 

（三）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 

1．华北各地和南京的失陷 

2．徐州会战 

3．武汉、广州的失守 

（四）国民党的内外政策  

1．国民政府对内政策 

2．国民党对日妥协活动 

第十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一）日本侵华政策的新变化  

1．日寇的“以华制华”政策 

2．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 

（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华北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2．大江南北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 

3．东江和琼崖的游击战 

4．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 

（三）击退逆流和百团大战的胜利  



1．远东慕尼黑阴谋． 

2．宪政运动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3．国共摩擦的真相 

4．外战中的内战 

5．百团大战 

（四）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1．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2．根据地的文化教育 

3. 根据地的科学技术 

（六）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1．在国统区开展对国民党摧残文化事业的斗争 

2．在沦陷区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奴化政策进行 

的斗争 

3．在国统区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 

第十一章 延安的励精图治和重庆的祸国政策 

（一）皖南事变 

1．皖南事变的发生 

2．围绕皖南事交所进行的斗争 

3．中共建立华中局 

4．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二）重庆的腐败和祸国 



1．抗战中期的国民党战场 

2“曲线救国” 

3．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垄断与掠夺 

（三）解放区的励精图治  

1．日寇对解放区的疯狂进攻 

2．解放区的各项政策 

3．整风运动 

4．大生产运动 

（四）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五）解放区的恢复和发展  

1 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2．制止内战的再爆发． 

（六）解放区文化战线上的新成就  

1．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艺界的新面貌 

2．解放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3．解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解放区战场的攻势  

1．解放区的局部反攻 

2．中共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二）重庆的危机  

1．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 



2．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高涨 

（三）中国的两种命运  

1．中共七大 

2．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3. 抗战胜利前夕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 

（四）中美中苏关系 

1．史迪威和中国 

2．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 

3. 雅尔塔协定 

（五）抗日战争的 后胜利  

1．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对日宣战 

2．解放区军民大反攻 

3．日本无条件投降  

第十三章 重庆谈判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  

1．抗战胜利后的时局 

2．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 

（二）争取实现和平与民主  

1．重庆谈判和上党、邯郸之战 

2．民主党派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 

3．停战协定的签订 

4．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三）解放区和国统区的鲜明对照  

1．解放区的练兵运动和土地改革的实行 

2．“东北问题”真相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3．国民党二中全会及其破坏政协的暴行 

4．国统区人民的反内战运动  

第十四章 全面内战的爆发 

（一）全面内战的爆发  

1．国共力量的对比 

2．谈判与内战 

3．马歇尔的“调停”真相和“中美商约” 

（二）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发展  

1．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方针 

2．国民党全面进攻被粉碎 

3．国共和谈的破裂 

4．国民党对陕北、山东的进攻被粉碎 

（三）少数民族的斗争 

（四）国统区的危机 

1．经济危机和教育危机 

2．蒋记“国大”的召开 

3．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高涨和台湾人民的二二八起义  

第十五章 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  

(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1．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 

2．挺进江淮河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3．华东、西北、东北及华北战场的反攻作战 

（二）解放区的土改、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  

1．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2．整党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 

3．中共十二月会议 

4．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 

（三）解放区的建设  

1．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 

2．解放区的经济建设 

3．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 

（四）国民党的“行宪国大”和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  

1．国民党政府的“动员戡乱令” 

2．魏德迈在中国的“调查” 

3．国民党的“行宪国大” 

4．“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5．国统区民主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6．民主党派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 

（五）战略决战  

1．济南战役和国统区经济的崩溃 

2．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第十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覆灭  

1．蒋介石的“引退”和李宗仁的“新政” 

2．北平和平谈判 

3．京沪解放和国民党政府南逃 

4．解放中南和湖南和平解放 

5．西南战役和解放大西南 

6．沿海岛屿的解放和西藏和平解决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美国援蒋的失败和“白皮书”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共同纲领》 

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国当代史 

第一章 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二）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  

1．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与祖国大陆的统一 

2．各级人民民主政权与国营经济的建立 

（三）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  



1．抗美援朝战争 

2．土地制度改革 

3．镇压反革命运动 

4．“三反”，“五反”运动 

5．社会改革 

（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1．“一边倒”外交政策 

2．毛泽东访苏 

（五）国民经济的恢复  

1．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 

2．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与基本经验 

第二章 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三）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农业改造 

2．手工业改造 

3．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1．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2．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与成果 

3．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 



4．文化思想领域的批判与肃反斗争 

第三章 中共“八大”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 

提出 

（一）中共“八大”的召开  

1．召开前的国内外形势 

2．“八大”的主要内容与意义 

（二）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1．背景 

2．主要内容和意义 

（三）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  

1．整风运动 

2．反右斗争的经过和影响 

第四章 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失误 

（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1．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2．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二）“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1．“大跃进”运动 

2．人民公社化运动 

（三）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  

1．庐山会议 



2．“反右倾”运动 

第五章 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与调整 

（一）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1．“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2．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 

（二）国民经济的调整  

1．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2．大兴调查之风与各方面工业条例的制定 

3．七千人大会 

第六章 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 

政治思想文化方面 “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1．召开的背景和会议内容 

2．影响 

（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1．社教运动的方针政策 

2．过程和影响 

（三）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 

（四）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  

第七章 中苏论战 

（一）起因 

（二）论战的大体过程 



（三）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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