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课 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

课程标准：

（旧）列举1840年至1900年间西方列强的侵华史实，概述中国军民反抗外
来侵略斗争的事迹，体会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新）认识列强侵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概述晚清时期中国人民反抗外来
侵略的斗争事迹，理解其性质和意义。



(2018·全国卷Ⅰ·28)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制定舆论宣传策略，把

中国和日本分别“包装”成野蛮与文明的代表，并运用公关手段让

许多欧美舆论倒向日方。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宣称，清政府战败“将

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专制和独裁中得到解放”。对此，清政府

却无所作为。这反映了（    ）

A．欧美舆论宣传左右了战争进程

B．日本力图变更中国的君主政体

C．清朝政府昏庸不谙熟近代外交

D．西方媒体鼓动中国的民主革命



（2018·全国卷2·28）19世纪70年代，针对日本阻止琉球国向中国进贡，
有地方督抚在上奏中强调：琉球向来是中国的藩属，日本“不应阻贡”；
中国使臣应邀请西方各国驻日公使，“按照万国公法与评直曲”。这说明
当时（    ）
A. 日本借助西方列强侵害中国权益        B. 传统朝贡体系已经解体
C. 地方督抚干预朝廷外交事务决策        D. 近代外交观念影响中国

（2016·全国卷Ⅰ·29）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有些西方人士认为中国
拥有一定的军备优势，“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他们
做出上述判断的主要依据应是，中国(　　)

A．已完成对军队的西式改革
B．集权制度有利于作战指挥
C．近代化努力收到较大成效
D．能获得更广泛的外部援助



一、甲午中日战争

 1.背景

（1）日本：日本明治维新后，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不断膨胀。
（根本原因）

（2）1894年日本趁朝鲜爆发农民起义之机，派大军入侵朝鲜。
（直接原因）

（3）清政府：政治腐败，不做战事准备，奉行妥协投降政策。

（4）世界：帝国主义对日本侵华行为采取默许纵容的态度。



一、甲午中日战争

2.过程
①丰岛海战：标志战争爆发。

②平壤战役：清军失败，退回国内。

③黄海战役：中方主力尚存，由于李鸿章                  

，日军乘机控制             制海权。

④辽东战役：日军占领大连、旅顺等地。

⑤威海卫战役：1895年初日军攻占威海卫，                

全军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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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午中日战争
 3.结果：中国战败，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

条约内容 主要危害

割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
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进一步遭受严重
损失

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 大大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

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列强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

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
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拓展了列强对华的资本输出途径，阻
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新变化：
商品输出               资本输出
割地               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向列强借债情况表

时间 债主 借款额 年息 年限 共计 偿还本息

1895年 俄、法银行团 4亿法郎 4厘 36
白银
3

亿两

白
银
7

亿
两

1896年 英、德银行团 1600万英镑 5厘 36

1898年 英、德银行团 1600万英镑 4.5厘 45

    借款附带有严苛的政治经济条款，以关税、盐税做担保，接受
财政监督，使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

争做中国的债主
抢夺路权矿权，争相开厂
利用宗教

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门户开放政策

瓜分中国狂潮



        鸦片战争后开放的
通商口岸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开放通商口岸

        中日甲午战争后
开放的通商口岸

近
代
中
国
开
放
的
通
商
口
岸

趋势：从东南沿海到沿江，
沿江再到内地。

说明：外国侵略势力不断
深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



    使中国面临亡
国灭种、从半殖民
地沦为殖民地的严
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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