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农业大学 2013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 

《中国近现代史》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华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中国近现代史》考试是为招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

究生而设置的选拔考试。它的主要目的是测试考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知识的了解，包括对中国

近现代的历史脉络的了解，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

现人民解放的历史；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了解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分析、评价的能力。考试对象为参加全国硕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我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考生。 

 

二、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中国近现代史》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3小时。 

 

三、试卷结构  

（一）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联系实际所占比例  

  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占总分的 120分左右，联系实际约占总分的 30分左右。  

（二）试卷的结构  

   1、名词解释：占总分的 30分左右，内容为历史事件、重要人物、重要会议和重要著作，

主要覆盖本门课程的各部分知识点。  

   2、问答题：占总分的 60分左右。 

   3、论述题：占总分的 60分左右。 

四、考试内容和考试要求 

 

上编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1840——1919) 

       综述  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考试内容：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1、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  

2、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  

3、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  

二、西方列强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1、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2、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三、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四、基本历史线索  

 

     考试要求： 

了解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近代中

国贫穷落后和灾难深重的根源，认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矛盾，认识中国

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中国近代的早期斗争为什么不能成功。 

 



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军事侵略；二、政治控制；三、经济掠夺；四、文化渗透 

第二节、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二、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第三节、反侵略斗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反对侵略战争的失败及其原因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考试要求： 

了解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实

质；近代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第二节、洋务运动的兴衰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第三节、维新运动的进行与夭折 

一、戊戌维新运动的兴起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考试要求： 

认识在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洋务运动、旧式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都不能够将民

族解放和社会改革引向胜利；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各自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国家出路进

行探索及探索的结果；近代以来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为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 

 

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考试内容： 

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三、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四、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一、封建帝制的覆灭 

二、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考试要求： 



了解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历史必然性，认识辛亥革命推翻清

王朝，结束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进步性。从袁世凯篡权导致辛亥革命失败

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屡遭挫折的历史教训，认识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完成反帝反封

建的历史任务。 

  

中编    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1919-1949) 

综述   天翻地覆的三十年 

考试内容： 

一、中国所处的时代与国际环境  

1、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世界  

2、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国际格局的变化  

    二、三座大山的重压  

1、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  

2、占优势地位的中国封建经济  

3、外国在华资本的垄断地位  

4、官僚资本的膨胀与民族资本的困境  

5、人民的悲惨境遇  

    三、三种建国方案,两个中国之命运  

1、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建国方案  

2、两个基本的选择,两个中国之命运  

四、基本历史线索  

1919—1949年的中国 

    考试要求： 

掌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抗战胜利之后，国内三种政治力量各自提出了什么

样的建国方案；两个中国命运之较量。 

  

第四章、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考试内容： 

第一节、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一、北洋军阀的统治 

二、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三、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第二节、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历史特点 

    第三节、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二、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 

    考试要求： 

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要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革命传统。认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伟大意义。了

解国共合作对推动中国革命的作用，并从国民革命由胜利转向失败过程中认识在革命统一战

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产物；马克



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国民革命为什么会失败。 

 

    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二、土地革命革命战争的兴起 

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第二节、中国革命地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及其挫折 

二、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三、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考试要求： 

认清国民革命失败后所建立的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出路。了解中

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认识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提出是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是对马列主义

的重大发展。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特点和重大意义。 

 

 

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一、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二、残暴的殖民统治与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第二节、从局部战争到全国性抗战 

一、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二、局部抗战与救亡运动 

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四、全面性抗战的开始 

    第三节、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一、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二、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五、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第五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一、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二、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原因和基本经验 

考试要求： 

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提高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继承和发扬抗日军民爱国主义



的光荣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认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大团结对打败日本侵

略者的重要作用，懂得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认识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

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指导意义。了解抗

日战争在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人民做出的历史贡献。中

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国共关系发展。 

 

第七章、为新中国而奋斗 

考试内容： 

第一节 、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一、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二、国民党发动内战和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处于全民的包围中 

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 

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一、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三、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第四节   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二、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三、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考试要求： 

认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正确评价

中间势力与中间党派在战后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第三条道路和资产阶级共和

国方案在中国走不通，只有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才是历史必由之路。了解中国

革命胜利的原因、意义和基本经验。人民民主共和国及其道路；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原因。

国民党统治为什么会迅速覆灭。 

 

下编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49-2007) 

综述   辉煌的历史征程 

考试内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1、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 

2、军阀割据的历史从此结束 

3、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创造了前提条件 

4、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严峻困难和问题 

1、保卫人民胜利成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2、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3、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4、能否经受住执政的考验 

（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怎样克服所面临的严峻困难的 

1、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 

2、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3、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4、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进程 

（一）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分期 

（二）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主线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成就 

四、基本历史线索 

考试要求： 

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开辟新纪元、走上新道路，经

过艰辛探索、艰苦奋斗，开创新局面的历史。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

认识这些成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取得的。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走

过的历史进程。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的挫折和经验。 

 

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考试内容：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节    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工业化的任务与发展道路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第三节    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三、对私营工商业赎买政策的实施 

四、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 

考试要求： 

了解建国后的国情。认识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明确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

展中国。认识党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重要意义，以及我国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历史成就。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改造。 

 

第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考试内容： 

第一节、良好的开局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二、早期探索的积极开展 

第二节、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大跃进”及其纠正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三、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第三节、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一、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 

二、人民生活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三、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四、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考试要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艰难历程和经验教训。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第十章、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考试内容： 

 第一节、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二、改革开放的起步 

三、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第二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推进 

第三节、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 

一、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 

二、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第四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行动纲领的制定 

二、以科学发展观同龄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第五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考试要求： 

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正

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科学评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