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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讲解



知识点一　太平天国运动

1.背景

(1)根本原因: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2)间接原因:鸦片战争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3)组织准备:拜上帝会的创立。



2.经过

(1)流动作战:从金田到南京,太平军一路北上,声势日盛,改

南京为天京,定都于此。

(2)全盛时期:太平军北伐、西征,占领湖北、江西、安徽的

许多地方。

(3)走向失败:1856年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在政治、军事上

开始衰落。1864年,在湘军、淮军和外国人带领的洋枪队的

进攻下,天京等地被攻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3.纲领

(1)《天朝田亩制度》:否定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反映了

农民追求社会财富平均的理想。但是,带有空想性,未能实施。

(2)《资政新篇》:提出了新的社会经济政策,但是,缺乏实施

的社会基础。



4.影响

(1)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2)引起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变化:随着湘淮系官僚集团的崛

起,中央权力下移。

(3)对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知识点二　洋务运动

1.背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当权人物看到

了欧美国家的船坚炮利。

2.目的:“自强”“求富”“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3.活动(请结合教材内容,自主归纳知识要点) 



4.评价

(1)积极性:洋务新政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生产技术,

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尝试。

(2)局限性:致力于“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阶
级的自救运动,未能达到目的。



知识点三　边疆危机与甲午中日战争

1.边疆危机: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西北、西南、东南边疆

地区安全遇到了严重危机。

(1)西北边疆危机

①危机:1864年,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反对清政府,形

成内乱局面。英国支持阿古柏趁机入侵;俄国出兵占领伊犁

地区。



②应对: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

务,发兵新疆;1878年2月收复新疆南北两路,后来,清政府与俄

国交涉,收回伊犁大部分地区;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正式

建省,使西北边疆渡过了危机。



(2)中法战争

①背景:1883年8月,法国控制了越南,把侵略矛头对准了中国。

②过程: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8月,法军偷袭马尾

军港,炮毁福州造船厂。1885年3月,清军在冯子材率领下取得

镇南关大捷,法军败退。

③结果:法国内阁因此倒台,中法签订《越南条款》,承认法

国占领越南。1885年台湾建省,清政府强化了对台湾的管辖。



2.甲午中日战争

(1)历史背景:日本早就想占领中国的台湾和藩属国朝鲜、

琉球,然后进攻中国大陆;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日本趁机挑起战

争。



(2)主要战事

①爆发:日本在牙山口外丰岛偷袭清朝运兵船。1894年8月,

甲午中日战争正式开始。

②黄海海战:北洋舰队重创日本舰队,致远舰管带邓世昌、

经远舰管带林永升率部英勇奋战,最终与舰同沉。此次海战

中,北洋舰队遭到重大损失。战后,李鸿章发出“避战保船”命
令,北洋海军失去了制海权。随后,日军入侵辽东半岛,在占领

旅顺后,进行了长达4天的大屠杀,杀害2万多中国人。

③威海卫战役:1895年2月,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后,摧毁威海

卫军港,北洋舰队覆灭。



(3)《马关条约》:《马关条约》丧权辱国,进一步把中国社

会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

,证明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4)反割台斗争

日本侵占台湾后,台湾义勇军与以刘永福为首的留台清军一

起,展开了反抗日军占领的武装斗争,表明了台湾人民不屈服

于日本的坚强意志。



知识点四　瓜分中国的狂潮

1.开始:《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
日本被迫归还辽东半岛,但向清政府索取3 000万两白银“赎辽
费”。



2.表现

(1)清政府分三次向俄法银行团、英德银行团以高额利息借

款3亿两白银。

(2)划分势力范围。

(3)强租租借地。

(4)大量掠夺铁路和工矿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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