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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考试大纲

一、 考查目标

全日制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入学考试中国通史科目考试内容包括中国古代

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四门历史学科基础课程，要求考

生系统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并能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

分析、解决历史与现实问题。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中国古代史 约 35 分

中国近代史 约 50 分

中国现代史 约 35 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约 30 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题：5小题，每小题 6分， 共 30 分

简答题： 3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45 分

分析论述题：3小题，每小题 25 分，共 75 分

三、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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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一、考查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发展。

2.使学生在了解基本历史史实和学术动态的基础上，以历史发展的视角，进一

步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

3.着力培养学生开阔的视野和独立进行思考学习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

素质。

二、考查内容

一、先秦

（一）了解我国是人类起源与发展的摇篮之一，理解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

公社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婚配、家庭、社会组织的概况。掌握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

文化。

（二）夏商时期

了解学术界三代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研究热点问题。理解三代的交替、政

治制度与王权的创建及发展，掌握三代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三）西周时期

了解由文王建国、武王伐商、周公东征、共和行政、宣王中兴、幽王暴虐、平

王东迁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组成的西周发展历程。理解西周政治制度和经济形态的内

容与特点。掌握利用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

（四）春秋时期

了解春秋时代权力重心由王室向诸侯卿大夫逐渐下移的过程。理解大国争霸的

内容及其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掌握社会结构、阶级阶层、家庭宗族等方面发生的变

化；老子、孔子的学说。

（五）战国时期

了解战国时代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战争方式、科技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变革与

进步。理解各国变法的背景、内容、作用与影响。掌握百家争鸣的内容与地域文化

的特点。



3

二、秦汉时期

（一）秦

了解秦建立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内容。理解秦巩固统一的措施。掌

握秦朝的基本史实，能利用相关知识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二）西汉

了解西汉至王莽新朝的历史演变脉络，了解西汉时期的中外关系，了解王莽改

制的内容，并全面评价其措施的得失。理解西汉的治国思想、经济文化政策和政治

制度建设等问题。掌握西汉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发展过程，分析汉武帝时期

的措施和特点；西汉的文化成就。

（三）东汉

了解东汉的发展脉络，了解东汉后期宦官外戚擅权专国和党锢之祸。理解光武

中兴，分析东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强化的原因和措施。了解东汉社会经济的发

展和豪强地主势力的壮大。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理解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和三国的政治经济，分析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的胜败

原因及其意义。掌握基本史实，对南、北朝的相关问题作比较，同时对制度方面的

创新在了解的基础上，分析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影响。

四、隋唐时期

（一）隋朝

从隋的统一和隋的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理解隋朝的历史地位，分析评价隋文帝

和隋炀帝。

（二）唐朝

分析从贞观到开元年间唐朝的政治、经济措施及其作用；对唐太宗、武则天、

唐玄宗应予恰当的评价；通过对安史之乱及唐朝后期社会矛盾的分析，从中理解强

盛的唐朝为什么会走向衰落。

五、五代十国宋辽夏金时期

了解五代十国割据局面形成的原因；了解五代十国时期和动乱局面给当时社会

经济带来的影响；后周世宗的改革活动及其社会效果；契丹族的兴起及政治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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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了解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出发点、主要措施、后果。结合北宋中期的社会危

机，加深对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内容、作用和失败原因的探讨，对王安石进行正确

而充分地评价。 正确认识辽、西夏与北宋的战和关系，要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的历史过程去理解。

六、元明清时期

（一）元朝

了解蒙古族的形成发展及其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对成吉思汗在推进蒙古族发

展进步和为元朝奠基方面的历史贡献应给予客观地历史评价；对元朝实现空前大一

统的历史意义，结合史实加深理解；对忽必烈推行汉法的历史作用加以评述。

（二）明朝

掌握明初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和恢复发展经济的措施及影响。明朝中期，土地高

度集中，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土地空前集中，是明中期最突出而尖锐的问题，是引

起明中期以后统治危机的根本原因；了解张居正的改革是为了挽救明朝的统治，解

救日益加深的危机而进行的；分析郑和下西洋等历史事件。分析评价朱元璋、努尔

哈赤等历史人物。

（三）清朝（1840 以前）

了解清前期采取的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疆域的重要措施。如：平定三藩之乱，

统一台湾，加强对蒙古和新疆的统治，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对西南地区实行“改土

归流”。

中国近代史

一、考查目标

本课程将分析和展示 1840 年至 1919 年期间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四个方面

为主线，即列强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

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件；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事件；清政

府的体制内改革活动——创立近代化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新政、预备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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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改革运动和革命派的革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

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

1.让学生总体了解近代中国的国情，了解近代中国革命和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背

景和历史过程，总结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从而能够把握中国

历史在这一极其重要时期的发展演变情况，树立起爱国主义、近代民族主义、为现

代化贡献力量的信心和决心。

2.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所达到的教学目标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

培养要求相一致，即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课程“三基”水平，较强的课程实践能力

和创新精神，能够熟练运用课程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 考查范围

一、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要求学生着重掌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其性质；林则徐禁烟抗英斗争和三元

里人民抗英斗争；中英《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使学

生能够全面分析中国战败的原因,总结出这场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全

面理解和掌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基本问题。

二、太平天国及第二次鸦片战争

了解和掌握洪秀全利用和改造西方基督教创立拜上帝会作为农民起义的工具；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太平天国的各项制度和政策,尤其是农民革命纲领

《天朝田亩制度》；曾国藩湘军的崛起和特点；天京变乱的原因及其后果；太平天

国后期的军事、政治情况和特点；洪仁玕和《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及

其经验教训；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等。能够全面理解太平天国是

单纯农民战争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天国悲剧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并能

深刻总结血的历史教训。

三、 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了解洋务运动产生的背景和内容,并对其作用进行评价。掌握洋务派和顽固派

在学习西方问题上的冲突;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社会思想领域发生的变化；中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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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两个组成部分的产生。理解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的分歧。

四、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

了解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边疆危机、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发生的背景、经

过和结果,理解它们对中国的影响。

五、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系统了解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相关重要事件和

人物等基本史实。认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结合史实对相关重要理论问题作出思考。把握贯穿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中爱国主

义的主线,从仁人志士的奋斗精神中领受启迪。

六、辛亥革命

了解辛亥革命的背景；革命团体的形成和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派的形成。掌

握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及革命活动情况；认识清廷立宪和立宪派的宪政活动。理解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了解和掌握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

七、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和近代中国历史的新趋向

了解和掌握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基本史实。理解北洋军阀统治的社会历史根源

及其政治腐朽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斗争的历史进步性。把握新文化运

动的伟大意义和近代中国历史新趋向的必然性。

中国现代史

一、考查目标

1.掌握中国现代史的基础知识、技能和理论，了解其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使

学生具备深入学习和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能力。

2.总结中国现代史的经验教训，更好地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3.通过中国现代史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

4.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品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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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二、考查范围

一、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了解五四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和伟大意义，明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

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伟

大意义。

二、 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失败 北洋军阀统治的崩溃

了解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新三民主义的基本特点，国民

革命兴起和发展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认识北洋军阀统治走向崩溃的历史必然性，

理解国民革命的意义、失败原因和经验教训。

三、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确立 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

认清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不平衡性，掌握

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伟大意义，了解这一时期中间政派的主要活动和主

张。

四、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正确认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严重危害和王明“左”倾

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掌握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历史地位，了解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历史过程。

五、全民族抗战的兴起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了解日寇侵华的法西斯暴行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正确看待国

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历史地位，进一步掌握毛泽东关于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理论，正确认识抗日战争后期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理解抗日战

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六、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

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迅速崩溃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是抗战后中国历史

发展的必然，明白第三条道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最后破产是历史的必

然，掌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意义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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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一、考查目标

1.较好地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并能对当代中

国历史的内容作系统分析，使学生做到提高基本素质、培养基本技能。

2.运用所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知识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

史知识，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综合，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结合事例加

以运用，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在实际工作中的综合能力。

3.能够较好地掌握建国以来中国的历史基本知识，达到提高基本素质、培养

基本技能，并能较为全面地了解建国以来的历史等。

二、考查范围

一、旧中国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了解建国以前以及建国初期的中国的基本国情，建国后，新政府为了巩固新政

权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此，中国发起了五大

运动、社会主义改造等；要求学生掌握五大改造的内容和第一五年计划的实行和结

果；使学生了解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性和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

能够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

了解中共八大的召开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

路的一次伟大尝试，八大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其历史局限性；要求学生认识在新的

形势下，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并且为了更好地为社会

主义建设服务，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整风运动并随后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但结果事与

愿违，导致扩大化。要求学生掌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的积极性和局限性和

“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代背景及其消极作用。使学生了解中国共产

党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进一步探索建设道路的曲折性；在此基础上,能够了解

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了解“文化大革命”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

四、 伟大的历史转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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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中国的影响和其伟大的积极意义；要求学生掌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后，中共中央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中国的道路开始一个根本改变，并走向新的征程；使学生了解国民经济“调整、改

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制定和农村改革的兴起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对中国

带来的积极效益；在此基础上，能够了解中共中央开始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

会政治关系，改革国家领导制度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开展

了解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了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历史意义；了解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及其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