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观解读】【史观解读】
1.1.现代化史观现代化史观((近代化史观近代化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实现由传统的认为人类历史是实现由传统的农业农业社社

会向近代会向近代工业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社会转变的历史。
2.2.全球史观：全球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是从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是从分散分散发展到发展到整体整体发展发展

演进的历史。演进的历史。
3.3.文明史观：文明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认为人类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纵向看，包括：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纵向看，包括：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
    横向看，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横向看，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4.4.革命史观：革命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通过不断的革命斗争推动社会演进的认为人类历史是通过不断的革命斗争推动社会演进的

历史。历史。
5.5.社会史观：社会史观：认为人类历史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思想、外交等大认为人类历史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思想、外交等大

事件的历史，更是与平民百姓芸芸众生息息相关的小事的历史，事件的历史，更是与平民百姓芸芸众生息息相关的小事的历史，
包括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包括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



关于近代化关于近代化
含义：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传统农业
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其动力是工业化，涉及整个
社会的各个领域（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
军事、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

核心：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包括：①政治法制化、民主化；
        ②经济上的工业化，即从传统农业到工业化、自然
         经济到市场化；
        ③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或理性化）、大众化；
         ④社会生活和风俗的演进，即城市化。



第二部分  中国近代史
（1840年—1949年）

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
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主要内容：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
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反动势力相勾结使中国逐
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
中国人民为改变屈辱地位，奋起抗争、反抗侵
略、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
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探索史。
近代工业、近代科技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史。
2、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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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矛盾：
（1）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最主要）
（2）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1901年后两大矛盾趋于合流；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和
解放战争时期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抗日战争时期民
族矛盾为主要矛盾）

            两大历史任务
反侵略（反帝） 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放 ——民族革
命
反封建求得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民主革命



4、分期：
 （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①领导阶级:农民和资产阶级；
②指导思想：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 

③前途：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前途。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①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领导；
②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③前途：新民主主义国家为前途。



具体而言：
晚清统治时期（1840——1912）
1840-1860：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1860-1901：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901-1912：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和资产阶级     

                     革命运动时期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7）
1912-1916：袁世凯统治时期
1916-1927：北洋军阀割据混战时期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
1927-1937：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土地革命时期）
1937-1945：抗日战争时期
1945-1949：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 ）



（一）19世纪40、50年代：中国开始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政治：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
革命任务和革命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中国社
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经济：自然经济日益解体；逐渐卷入资
本主义世界市场；外商企业在通商口岸建立。
3、思想：萌发“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
4、外交：闭关锁国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中
国被迫日益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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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民族资产
阶级产生并于19世纪末登上政治舞台。
2、经济：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洋务运动走出近代化（经
济工业化）的第一步；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
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
主。
3、思想：西方民主思想开始传入；近代民主思想开始产生，
地主阶级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维新思想（特别
是政治上要求君主立宪制）逐步成为历史潮流（早期维新思
想和康、梁维新思想）。

二、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中国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政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高涨和失败；袁世
凯专制独裁和失败；革命党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进行斗争。
2、经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短暂的春天）
。
3、思想：三民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指导思想，与实
业救国思想并存。西方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民主共
和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袁世凯尊孔复古逆流。
4、外交：南京临时政府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
平等条约；袁世凯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

三、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北洋
军阀（袁世凯）的统治



1、政治：中国人民同列强支持的北洋军阀的矛盾；
五四运动爆发，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共诞生；
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国民革命；国民
政府出师北伐，基本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统治。
2、思想：新文化运动弘扬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传播；孙中山提出新三民主义。
3、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一战后又很
快衰退。

四、1915年～1927年：革命
的新曙光和国民革命运功



1、政治：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华北事变前：阶级矛盾为
主，之后：民族矛盾为主；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政治局面从分
裂对峙走向联合抗日。
2、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推进经济改革，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
所发展，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开始出现。根据地农民分得土地，农
村（根据地）经济有所发展。
3、思想文化上：以报刊为主阵地，进步思想与反动思想激烈斗
争。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中国革命。
4、军事：国民党对红军进行五次反革命“围剿”；红军长征；
日本开始局部的侵华战争。
5、外交：国民政府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

五、1927年～1936年：国共十年对峙时期



1、政治：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国
共合作为基础进行全民族抗战；
2、经济：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沦陷
区成为日本的附庸经济。
3、军事：两个战场、两条抗战路线并存；国民党反共高潮；
中共在军事上坚决回击。
4、思想文化上：日本在沦陷区进行奴化教育；毛泽东思想逐
渐成熟，成为我党（七大）的指导思想
5、外交：日本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发动侵华战争，
中国抗日战争兴起；

六、1937年～1945年：抗日
战争时期



1、政治：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
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中共尽力争取和平（重庆谈判和政协
会议）；国共关系由合作走向全面破裂。
2、经济上：美国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官僚资本压制民
族资本主义，使之纷纷破产，国民经济凋敝。
3、思想文化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党的工作重
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丰富并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4、军事：中共经历战略防御、 战略反攻、战略决战和渡江
战役几个阶段。

七、1945年～1949年：解放
战争时期



第一讲  中国近代政治史
（1840年—1949年）

学习目录：

整体框架：



（一）列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

 重点要点探究

11．军事：．军事：发动了一系列侵华战争：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发动了一系列侵华战争：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
军侵华战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军侵华战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2.2.政治：政治：
            （（11）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和侵犯中国的主权，如破坏中国领）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和侵犯中国的主权，如破坏中国领

土主权的完整；（土主权的完整；（22）控制中国海关；（）控制中国海关；（33）破坏中国的司法主权；（）破坏中国的司法主权；（44））
干涉中国内政，以华治华。干涉中国内政，以华治华。

33．经济：．经济：列强对华以经济侵略为主，军事、政治、文化侵略是为经济侵略列强对华以经济侵略为主，军事、政治、文化侵略是为经济侵略
服务的。服务的。

          （（11）甲午战争前以商品输出为主；（）甲午战争前以商品输出为主；（22）甲午战争后以资本输出为主。）甲午战争后以资本输出为主。
44．精神文化侵略：．精神文化侵略：传教、办学校、实行奴化教育等，文化侵略主要是利用传教、办学校、实行奴化教育等，文化侵略主要是利用

宗教麻痹中国人民，使其放弃抵抗，放松警惕。宗教麻痹中国人民，使其放弃抵抗，放松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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