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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 
考 试 大 纲 

科目代码、名称: 909 中外历史纲要 

适用专业: 045109 学科教学（历史） 

一、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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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卷由试题和答题纸组成；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由考点提供）相应的位置上。 

（三）试卷题型结构 

选择题：16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8分 

简答题：4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32分 

材料分析题：2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分 

论述题：2小题，每小题 20分，共 40分 

二、考查目标（复习要求） 

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外历史纲要》科目考试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等 6门历史学科基础课程，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中外通史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并能运用相关理论和方

法分析、解决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三、考查范围或考试内容概要 

第一部分：中国古代史 

第一章 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与巩固 

1．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原始社会、夏商周的更替 

2．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孔子与老子、百家争鸣 

3．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与巩固：秦的兴亡、西汉的强盛、东汉的兴衰、两汉

文化 

第二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 

1．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制度更迭：三国鼎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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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交融、九品中正制、均田制与府兵制 

2．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化：佛教的本土化、文学、书法、绘画、科技 

第三章  隋唐大一统的发展与对外交流的扩大 

1．隋唐时期的政治：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三省六部制与科举制、

唐由盛而衰 

2．隋唐时期的经济：大运河的修建、唐都长安、两税法、租佣调制 

3．唐代的民族政策：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羁縻府州、唐蕃会盟 

4．唐朝的文化成就与对外交流：儒佛道三教并行、唐诗、书法成就、唐与东亚、

南亚和西亚的交往 

第四章  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 

1．两宋的政治和军事：北宋专制集权的加强、宋辽对峙、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

法、宋金对峙 

2．从蒙古崛起到元朝统一：元朝的建立、行省制度、宣政院、元朝的民族关系 

3．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城市的繁荣、经济

重心的南移、社会阶层的流动 

4．辽宋夏金元的文化： 儒学的复兴、文学艺术、史学、科技成就 

第五章  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临的挑战 

1．从明朝建立到清朝统一：明朝政治体制的变化、八股取士、郑和下西洋、抗

倭、朝贡贸易、明清易代 

2．清朝的鼎盛与危机：“康乾盛世”、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疆域的

奠定、统治危机的出现 

3．明清经济与文化：明清经济的发展、思想领域的变化、小说与戏曲、科技、

史学成就 

第二部分：中国近代史 

第一章  外患频起与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1．第一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虎门销烟、《南京条约》、《虎门条约》、《黄埔

条约》、《望厦条约》、“师夷长技以制夷” 

2．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火烧圆明园 

3．甲午战争：辽东战役、黄海海战、旅顺大屠杀、《马关条约》、台湾人民反割

台斗争、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4．八国联军侵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 

第二章  从器物到制度的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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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派、自强求富、“中体西用” 

2．维新变法：维新派、公车上书、《时务报》、“百日维新” 

3．清末新政：癸卯学制、预备立宪、《钦定宪法大纲》、立宪派 

4．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同盟会与三民主义、武昌起义与民国建立、二次革

命、袁世凯复辟、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民族工业迎来“短暂的春天” 

第三部分：中国现代史 

第一章  民族复兴与抗战 

1．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代表人物、“文学

革命”、近代中国物质生活与社会习俗变迁 

2．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国民党的改组：中共一大、中共二大、国民党的改组 

3．北伐与国共分裂：新三民主义、黄埔军校、北伐战争、国共分裂 

4．国共十年对峙：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工农武装割据、红军长征 

5．抗日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九一八事变与局部抗战、七七事变、

八一三事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中共七大、抗战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 

1．国共内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重庆谈判、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三大

战役与渡江战役、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过渡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总路线、三大改造、“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

动 

3．“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上山下乡、粉碎“四人帮” 

4．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与发展 

5．外交历程与新中国的崛起：“一边倒”与中苏建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

隆会议、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解冻、不结盟、积极参加联合国事务和区域性

合作 

第四部分：世界古代史 

第一章  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1．文明的产生与早期发展：古代西亚、埃及、印度和中华文明的产生、希腊城

邦的民主政治 

2．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帝国：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

国、孔雀帝国、罗马帝国、希腊字母、拉丁字母、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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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古时期的世界 

1．中古时期的欧洲：中古西欧的王权、教会与城市、欧洲封建庄园、拜占庭与

俄罗斯 

2．中古时期的亚洲：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兴起、笈多帝国、日本幕府政

治、高丽王朝 

3．古代的非洲与美洲：阿克苏姆王国、马里和桑海的崛起、美洲玛雅文明、阿

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 

第五部分：世界近代史 

第一章  工业文明的曙光 

1．西欧的原初现代化：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现代民族国家

的诞生 

2．全球化的开始：新航路的开辟、早期殖民扩张、价格革命、商业革命、世界

市场雏形出现 

3．西欧的思想解放运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

启蒙运动 

第二章  工业文明的来临 

1．工业文明在欧美大陆的确立：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现代民主政治的

拓展 

2．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瓜分殖民地的狂潮、向工业文明艰难迈进的诸文明、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3．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的诞生、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4．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一战的爆发

与结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国际联盟 

第六部分：世界现代史 

第一章  转型期的震荡与探索 

1．转型期的震荡：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欧亚战争策源地的形成、第二

次世界大战 

2．转型期的探索：苏联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创立、欧美资本主义现代

化模式的改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土耳其、墨西哥）赶超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模式的创立 

第二章  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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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动现代化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联合国的建立、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

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殖民体系的瓦解 

2．现代化的扩大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扩大、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

进一步调整、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的成就 

3．冷战的兴起与两极格局的形成：雅尔塔体制、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

约与华约、两极格局中的对抗与冲突 

4．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欧盟的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 

第三章  走向 21 世纪的人类文明 

1．新科技革命和“新经济”的兴起：新技术革命、“新经济”的兴起 

2．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结束、“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

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在合作共赢中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3．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贸易的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世贸组织 

 

参考教材或主要参考书： 

1．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2．樊树志：《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4．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四、样卷（参见往年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