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大纲中国通史 

第一篇：教学大纲 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古代部分）”教学大纲 

中国通史（古代部分）课程号：02132750 新课号：无 

课程名称：中国通史（古代部分）/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开课学期：秋、春 

周学时： 32 学分：2 先修课程：无 

一、基本目的 

中国通史（古代部分）作为全校通选课，授课对象是非历史系本

科生。本课以中国古代政治史演变的大势为主要线索，使同学对中国

古代史的发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框架。同时关注中华民族形成、中国

版图形成等重大问题的历史进程，并努力把握各个历史阶段在古代政

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演变上的特色。在讲授过程中，将历史学

的知识性与学术性相结合，吸取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希望增强同学们

对中国古代史的兴趣并引发同学们的思考。 

二、内容提要及学时分配（共 32 学时） 

导论（2 学时） 

一 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 

二 中国的史学传统与史料 

三 中国历史的童年 

第一讲 夏·商·西周（2 学时） 

一 夏（前 21 世纪～前 17 世纪） 

二 商（前 17 世纪～前 11 世纪） 

三 西周（前 11 世纪～前 771 年）第二讲 春秋·战国（2 学时） 

一 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 

二 贵族制向官僚制的过渡 

三 经济的发展 

四 诸子百家 

第三讲 秦·西汉（2 学时） 



一 秦帝国的兴亡 

二 西汉政治演变 

三 西汉经济与文化 

第四讲 东汉·三国（2 学时） 

一 王莽改制 

二 东汉兴衰 

三 三国鼎立 

第五讲 两晋·十六国（2 学时） 

一 西晋 

二 东晋 

三 玄学与魏晋风度 

四 十六国 

第六讲 南北朝（2 学时） 

一 北朝一：北魏 

二 南朝：宋齐梁陈 

三 北朝二：北齐与北周 第七讲 隋·唐前期（2 学时） 

一 隋朝的兴亡 

二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三 隋唐制度 

第八讲 唐后期·五代十国·辽（2 学时） 

一 唐朝后期政治 

二 五代十国 

三 辽 

第九讲 北宋（2 学时） 

一 北宋统一及其与辽、夏的和战 

二 北宋的内政 

三 宋代经济与社会 

第十讲 南宋·金（2 学时） 

一 南宋 

二 金 



三 宋学与理学 

第十一讲 元（2 学时） 

一 大蒙古国 

二 元王朝 

第十二讲 明（2 学时） 

一 朱元璋与明初政治 

二 明朝中后期政治 

三 明朝边防与对外关系 

四 满族崛起与明朝的灭亡 第十三讲 清（2 学时） 

一 康乾盛世 

二 盛世的危机 

三 明清经济与文化 复习（2 学时）考试（2 学时） 

三、教学方式 

讲授为主，助教辅导。 

四、推荐教材 

《中国古代简史》 张帆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五、学生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评定分为两部分： 

a)平时成绩（作业）占 40﹪，要求从“前四史”——《史记》、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任选一卷阅读，写读后感一篇。

b)期末闭卷考试成绩占 60﹪。 

六、作业要求 

从“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中任选一卷阅读，写读后感一篇。可自拟题目。满分 40 分。注意事项： 

1.阅读范围为一卷（如是列传，通常包含数人传记）。选题时希

望尽量避免知名度高的历史人物（如项羽、诸葛亮之类）。选题是否

有独到性，将是评分的一条重要标准。 

2.史料与论述结合，避免空论。 

3.引述其他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要注明出处。严禁抄袭！一旦发

现将以作弊论处。 

4.字数要求在 2 500 字以上。用 A4 纸打印，正文用五号宋体，



1.5 倍行距。于作业开端写明姓名、学号、院系。凡不符合上述规格者，

将酌情扣分。5.交作业的截止日期为课程期末考试当天，过时不候。 

七、参考书/参考资料：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 年。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 年。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91 年。 

张广达、王小甫：《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华

书局，1988 年。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

1994 年。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 年。李

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童书业：《春

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 年。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顾颉

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

三联书店，2000 年。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田

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田余庆：《拓

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 年。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0 年。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2

年。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 年。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吴宗国：《唐代

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年。邓广铭：《北宋政治改



革家——王安石》，人民出版社，1997 年。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江苏人民

出版社，2002 年。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 年。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 年。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李

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三联书店，2003 年。曾小萍：《州

县官的银两——18 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5 年。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

编译出版社，2000 年。 

孔飞力：《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年。

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2002 年。 

第二篇：中国通史 

一、单项选择： 

1、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主持编译和审定介绍世界各国理事、地

理和政情的书籍是：（C）。A.《海国图志》 C.《四夷志》 

是：（D ） 

A.中英《南京条约》 C.中美《望厦条约》 A.亚罗号事件 

C.马神甫事件 

A.英国 A.应天 

B.中英《虎门条约》 D.中法《黄埔条约》 B.马嘉理事件 

D.曹州教案 

D.俄国 D.建康 

D.1864 年 

B.《四洲志》 

D.《瀛寰纸略》 2、1844 年，中国与西方列强所订立的不平等条

约中，最早规定传教自由的 3、1856 年英国向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

争的借口是：（A） 



4、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同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的国家是：

（D ） 

B.法国 

B.建业 

C.日本 

C.天京 5、1853 年 3 月 19 日，太平军攻占南京，作为都城，改

名为：（D ） 

6、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鼎盛时期是在：（B）A.1853 年 

（A） 

A.曾国藩 

B.李鸿章 

C.左宗棠 

D.张之洞 

8、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提拔的两位优秀的年轻将领是：（A）

A.李秀成 陈玉成 C.萧朝贵 韦昌辉 

A.江南制造总局 C.内军械所（B） 

A.《益世报》 

B.《万国公报》 C.《神道宝》 

D.《福音报》 

B.冯云山 石达开 D.洪仁玕 杨秀清 

B.天津军械局 

B.1856 年 

C.1860 年 

7、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指挥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清朝大官

僚是： 

9、近代中国最早的仿制西洋军器的兵工厂是曾国藩在安庆设立的：

（C） 

D.广方言馆 

10、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立的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

中文报刊是：《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



以制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

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

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

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

习的时代新风气。 

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领导的广西桂平县武装起义。

1843 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同冯云山、洪仁玕在广东花县首创

拜上帝教，次年春入广西传教，积极宣传组织农民群众。随后，洪秀

全回广东家乡从事宗教理论创作，冯云山则留广西深入紫荆山地区，

宣传组织群众，建立拜上帝会，开辟革命基地，吸收杨秀清、萧朝贵

等人，形成起义领导核心。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一八五九年）洪仁玕到天

京担任军师初时上奏天王洪秀全陈述他向西方学习草拟的建国方案。 

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 年初清政府为办理

洋务而设立的中央机构。初由恭亲王奕 fd46 主持。主要职责是：

办理外交事宜，兼管通商、海关、海防、制造、路矿、学校等项事务。

实际上成为清政府的“内阁”。1901 年改组为外交部。 

二、简答： 

1、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广州、厦门、上海、福州、宁波相继开辟为通商口

岸。西方列强在这些城市掀起了倾销洋货、收购土货的狂潮，使东南

沿海各地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与国内外市场的联

系日益紧密，中国开始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同时，英法美等西方

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辟了租借，并建立了一套完全独立与中国之外的政

治和法律制度，使租借称为“国中之国”。这说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 

2、《田朝田亩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应怎样评价？ 

这是1853 年冬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颁布的纲领性文件，

也是太平天国初期立法的指导原则。他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它不

仅对土地制度作了具体规定，而且也规定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



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它的核心内容是：第一，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把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第二，建立军政合一的基层政权——

乡官制度；第三，实行一切产品归圣库的平均分配制度。实现“有田

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

的理想社会。 

它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反映了贫苦农民强烈的得到土地的愿

望，具有进步性，标志着中国农民战争已达到最高峰，但是也有它的

局限性，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只能是小生产者的空想，无法实现。 

3、简述洋务派的产生及其指导思想。洋务派的产生： 

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政府中一部分大官僚意识到

中国面临着大变局，主张学习西方的某些先进技艺和船坚炮利，以便

增强清朝的实力，平内乱、御外侮。他们被称为“洋务派”，在中央

以奕 、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和张之洞为

代表。 

他们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里的“中学”是指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君主专制，“西学”是指

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坚船利炮。 

三、论述： 

2、试分析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1）失败原因： 

主观原因是领导这次运动的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

无法克服自身的阶级弱点。表现在： 

第一，太平天国领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和彻底

的反对外国侵略与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纲领。 

第二，领导集团宗派思想严重而导致分裂，削弱了自身力量。第

三，领导集团享乐腐化，使太平天国政权封建化，脱离人民群众。第

四，洪秀全、杨秀清利用拜上帝教作为争夺权利工具，自相残杀，动

摇了人民群众对神天上帝的信仰。 

客观原因是太平天国遇到的是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这样两

个顽固凶残的敌人。 

（2）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

意义。 

第一，建立了农民政权，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纲领，达到了中国

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第二，从 1851 年到 1864 年历时 14 年，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反

动统治，加速了清朝统治的衰落和崩溃。 

第三，打击了外国侵略者，阻滞了中国半民地化的进程。 

第四，太平天国的反抗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意志。 

一、单项选择： 

1、1895 年 2 月，北洋舰队在威海卫全军覆没，自杀殉国的水师

提督是（Ｃ•）。• 

Ａ．邓世昌 

Ｂ．刘步蟾 

Ｃ．丁汝昌 

Ｄ．林永升 2、1896 年，李鸿章签订的允许沙俄在黑龙江等省修

筑一条通往海参葳的铁路的条约时（Ｄ）。 

Ａ．《中俄瑷珲条约 》 

Ｂ．《中俄天津条约》 

Ｃ．《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Ｄ．《中俄密约》 

3、1897 年，在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被划为德国

的势力范围的地区是（Ｃ）。 

Ａ．山西 

Ｂ．东北 

Ｃ．山东 

Ｄ．江苏 4、1898 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租借深圳以南、九龙以北

地区称为（Ｄ）。 

Ａ．香港岛 

Ｂ．尖沙嘴 

Ｃ．澳门 



Ｄ．新界 5、1891 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的培养变法人才的

学校时（Ｂ）。 

Ａ．为新学堂 

Ｂ．万木草堂 

Ｃ．时务学堂 

Ｄ．广方言馆 

6、翻译《天演论》，阐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

律的维新派人士是（Ｃ） 

Ａ．谭嗣同 

Ｂ．康有为 

Ｃ．严复 

Ｄ．刘光第7、在《辛丑条约》中被划分为外国使馆区，由列强派

兵驻守的地方是北京的（Ｄ）。 

Ａ．西什库 

Ｂ．紫禁城 

Ｃ．宣武区 

Ｄ．东郊民巷 8、1903 年 6 月，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

革命书》的革命党人是（Ｃ）。 

Ａ．邹容 

Ｂ．秋瑾 

Ｃ．章炳麟 

Ｄ．徐锡麟 

9、辛亥革命时期，曾写作《警世钟》、《猛回头》的革命家是

（Ａ）。 

Ａ．陈天华 

Ｂ．廖仲恺 

Ｃ．胡汉民 

Ｄ．黄兴 10、1913 年 3 月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指使凶手刺杀

的革命家是（Ｄ）。 

Ａ．陈天华 



Ｂ．邹容 

Ｃ．黄兴 

Ｄ．宋教仁 

一、单项选择： 

1、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吹响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是在（C）。 

A．1911 年 

B.1913 年 

C.1915 年 

D.1919 年 2、1922 年至 1923 年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

是（A）。 

A．香港海员罢工 

C.开滦煤矿工人罢工 

B.安源路矿工人罢工 

D.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3、1926 年 7 月开始的北伐战争的主要对

象是（A）。A．吴佩孚 

孙传芳 

段祺瑞 

C．段祺瑞 

孙传芳 

张作霖 

A．中山舰事件 

A．南昌起义 

A．《何梅协定》 

定》 

B.吴佩孚 

孙传芳 

张作霖 

D.段祺瑞 

吴佩孚 

张作霖 



C.整理党务案 

D.四一二政变 

C.广州起义 

D.百色起义 4、1926 年蒋介石为篡夺军权，制造了（A）。 

B.马日事变 

B.秋收起义 

5、共产党领导的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起义是（A）。 

6、1932 年 5 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协定是（D ）。 

B.《塘沽协定》 

C.《秦土协定》 

D.《淞沪停战协 

7、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最早形成于（B）。A．国民革命

时期 

C．抗日战争时期 

B.十年内战时期 

D.解放战争时期 B.向南防御，向北发展 

D.委曲求全，力保和局 

D.昆明 

8、抗战胜利后，针对国民党的极力抢夺胜利果实，共产党的方针

是（A）。 

A．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C．和平共处，互不侵犯 

A．北平 

B.南京 9、1946 蔫月，国民党特务暗杀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是在（D ）。 

C.上海 10、1947 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如战略进攻，锋芒指

向（A）A．中原地区 

B.东北地区 

C.山东地区 

D.陕北地区 



第三篇：《中国通史》读后感（通用） 

《中国通史》读后感范文（通用 10 篇）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大家心中一定是萌生了不少心得，需要回过

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怎样写读后感才能避免写成“流水账”呢？以

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国通史》读后感范文（通用 10 篇），欢迎大

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通史》读后感 1 

这个寒假，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中国通史》，这本书说的是我们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其中，我最喜欢的人是秦始皇、刘备和曹操。我喜欢秦始皇的原

因是：他不但统一了中国，而且还修了长城、统一了货币、长度、重

量和文字。还有他修好了长城之后，他派了大部分的兵马去守长城，

免得被匈奴侵略。我喜欢刘备的原因是：他是一个爱民如子、除暴安

良的好君主。他身边有智勇双全的关云长和赵子龙；有出谋划策的孔

明；还有英勇善战的张翼德和黄汉升。很可惜，最终蜀国还是灭亡了。

我喜欢曹操的原因是：他智力超群，在动荡不安、群雄割据的汉朝末

年，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他的努力之下，占据了中国长江以

北的广袤地域。 

我最不喜欢的人是秦始皇和曹操。因为秦始皇修长城时暴力对付

民众，搞得生灵涂炭，修完之后留下了无数的骨骸，让人触目惊心啊！

曹操是一个重军事，轻政治的人，搞得民间乱七八糟，民不聊生。其

实，政治和军事同样重要。 

《中国通史》让我懂得了许多中国的历史知识，给我带来了无穷

的乐趣。让我初步知道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我们一定要珍惜时间，不要整天无所事事，要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将来为祖国的繁荣安定做出一份应有的贡献！ 

《中国通史》读后感 2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题目叫《中国通史》。 

一打开《中国通史》这本书，就见到这么一段话：在中华民族历

尽风霜的苍茫大地上，燃烧着五千年来传承不息的文明之火。它点燃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8805306205

200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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