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鸡文理学院 

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名称：历史综合                        考试科目代码：[814]  

一、考试要求 

1.掌握基本史实 

能够熟练掌握中国古代史发展各个阶段基本的历史史实，了解中国古代史发展

的主要过程、基本线索和阶段特征；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不平等条约； 

片面最惠国待遇； 

领事裁判权； 

中国近现代化（中国资本主义化即资本主义之产生与发展）； 

反帝反封建斗争； 

师法西人（向西方学习）； 

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 

全盘西化。 

2.掌握基本理论 

能够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比较和评价中国古

代历史时期重要的事件和人物； 

革命范式； 

近现代化范式； 

革命与改良； 

西化与反西化。 

3.掌握基本方法 

在了解中国古代史基本史料的情况下，能够以科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解读、辨

析史料的价值，获取有效信息，并且能够论据确凿，论证严谨，逻辑合理、文字

准确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史学观点与历史资料并重； 

论从史出； 

避免以史代论，切勿观点为先。 

二、考试内容 

  1.史前时代 

（1）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  



（2）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遗存  

2.夏商西周时期 

（1）夏朝与夏文化的探究  

（2）商朝与青铜文化  

（3）西周与礼乐文化  

（4）夏商西周三代的关系 

3.春秋战国时期 

  （1）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  

（2）春秋战国的社会经济 

（3）春秋战国的政治与军事 

（4）春秋战国的改革与变法  

（5）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成就  

4.秦汉时期 

  （1）秦朝统一及其历史影响 

  （2）秦朝的暴政与短寿  

（2）西汉建立与文景之治 

（3）汉武帝的统治与西汉的强盛  

（4）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与王莽改制  

（5）东汉的建立与巩固统治的措施  

（6）东汉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 

（7）两汉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8）秦汉时期社会结构与社会矛盾   

（9）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  

（10）秦汉时期的文化成就 

5.魏晋南北朝时期 

  （1）三国鼎立与西晋统一 

（2）九品中正制的建立及其意义 

（3）南北朝的政治与经济 

（4）北魏孝文帝改革 

（5）南朝门阀政治与门阀制度 

（6）南北朝各民族的大融合 

（7）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成就 

6.隋唐五时期 

（1）隋朝的统一及其制度建设 

（2）大运河的开凿  



（3）唐朝的建立和“贞观之治”  

（4）武则天和唐玄宗的统治  

（5）唐朝前期的国家制度与社会经济 

（6）安史之乱与中晚唐政局 

（7）两税法的颁行与唐后期的经济 

（8）唐后期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与社会问题 

（9）唐朝的民族关系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10）隋唐时期的文化成就 

7.五代宋辽夏金时期 

（1）五代与十国 

（2）周世宗改革及其影响 

（3）宋初加强专制集权的主要措施 

（4）宋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王安石改革 

（5）北宋与辽、夏、金的政治关系 

（6）南宋与金的战与和 

（7）两宋商品经济的情况 

（8）两宋的文化成就 

8.元明清时期 

（1）蒙古的扩张和四大汗国的建立 

（2）元朝维护大一统的政治措施 

（3）元朝的社会矛盾和元末农民起义  

（4）明初加强君主专制和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 

（5）明中期的宦官干政和内阁倾轧问题 

（6）明中期的社会危机与张居正改革  

（7）郑和下西洋与“南倭北虏”问题 

（8）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 

（9）耶稣会士与早期的西学东渐 

（10）晚明的政治矛盾与明末农民战争 

（11）明朝的文化成就和《永乐大典》 

（12）清初的社会矛盾 

（13）清代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 

（14）康乾时期维护多民族国家统治的政治斗争 

（15）清初恢复经济的措施及“摊丁入亩”的实施 

（16）清代的文化成就及乾嘉学派 

9.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1）清朝统治衰落的表现 

（2）马戛尔尼使华 

（3）鸦片走私加剧与林则徐广州禁烟 

（4）鸦片战争进程 

（5）《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危害 

（6）鸦片战争及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重大影响 

10.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1）洪秀全反清思想的形成 

（2）太平天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3）湘军的崛起及其影响 

（4）天京变乱及其后果 

（5）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 

（6）太平天国的性质、失败原因及历史意义 

（7）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的根源 

（8）英、法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西 

林教案”） 

（9）1858年 6月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1858 年 11 月《通

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1860年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 

（10）辛酉政变，叶赫那拉氏开始执掌清王朝之大权 

（1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设置 

（12）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开端 

11.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 

（1）洋务派的形成及其指导思想 

（2）洋务派主持建立的近代军事工业的概况、性质及历史作用 

（3）洋务派编练近代化海军及筹划海防的概况 

（4）洋务派主持兴办的近代民用企业的概况、主要经营方式、性质及历史作

用 

（5）洋务派主持兴办新式教育活动——兴学堂，遣留学的概况 

（6）中国商办企业的产生及其特点 

（7）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产生及特征 

（8）早期维新思想的内容及评价 

12.边疆危机与中法、中日战争 

（1）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中国边疆危机的概况 

（2）美日侵略台湾与中日交涉 

（3）中越、中朝之间的封建宗藩关系 



（4）中日《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对中国的严重危害 

（5）台湾军民反对日本割占台湾的斗争 

13.维新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1）19 世纪末帝国主义在华强租海港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概况 

（2）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原因及概况 

（3）“公车上书”及其影响 

（4）维新派与顽固守旧势力争论的主要内容及其评价 

（5）“百日维新”期间新政的主要内容 

（6）戊戌维新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7）晚清在华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猖獗的表现 

（8）晚清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 

（9）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 

（10）东南互保 

（11）《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和严重危 

（12）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14.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 

（1）1901 到 1905 年间清政府实行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其评价 

（2）日俄战争与战后和约——《朴茨茅斯条约》 

（3）《钦定宪法大纲》的主要内容及其评价 

（4）地方谘议局与中央资政院设立的概况 

（5）皇族内阁的出台及其实质 

（6）20 世纪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况 

（7）立宪团体的组成与国会请愿运动 

（8）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团体出现的概况 

（9）资产阶级反清革命思想传播的概况 

（10）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概况 

（11）中国同盟会纲领及其评价 

（12）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主要内容及评价 

（13）保路风潮 

（14）武昌起义爆发及各地响应 

（15）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 

（16）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17）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15.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 

（1）二次革命 



（2）袁世凯称帝与护国运动 

（3）军阀纷争与护法运动 

（4）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 

（5）北洋军阀势力的演变 

（6）地方军阀势力的演变 

（7）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危害及实质 

16.“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2）五四爱国运动 

（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4）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5）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6）列强对华的“协同侵略” 

（7）北洋军阀的争斗及其黑暗统治 

（8）国民经济发展的迟滞 

（9）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 

（10）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11）工人运动高潮的掀起及各界群众运动的新发展 

（12）孙中山的继续奋斗和国共合作的酝酿 

17.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1）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2）革命武装的建立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3）全国革命运动的开展 

（4）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与斗争 

（5）北伐的胜利进军 

（6）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和工农运动的大发展 

（7）迁都武汉 

（8）奉系“反赤” 

（9）“四一二”政变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10）武汉国民政府的右转 

（11）紧急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对策 

（12）“七一五”政变 

18.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与土地革命战争 

（1）第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 

（2）国民党各派系的争斗和中原大战 



（3）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内政与外交 

（4）各地武装起义的发动与“苏维埃”口号的提出 

（5）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6）“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创立 

（7）苏区土地革命和红军反“围剿”战争 

（8）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9）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10）第三党的组建及其“平民革命论 

（11）改组派的成立及其主张与活动 

（12）人权派的“争人权”及其“演进改革”论 

19.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中国局部抗战 

（1）“九一八”事变 

（2）日本侵占东北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伪满洲国的成立 

（3）“一·二八”事变与淞沪抗战 

（4）抗日民主浪潮的高涨 

（5）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及其各项基本政策 

（7）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强化和官僚资本的形成 

（8）日本帝国主义向关内的侵略扩张长城抗战 

（9）中间政派的抗日民主要求及抗日民主运动的持续发展 

（10）鄂豫皖和湘鄂西红军的转移川陕苏区的开辟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的胜利 

（11）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各项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 

（12）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被迫长征 

（13）遵义会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14）南方红军与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 

（15）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与华北事变 

（16）《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一二·九”运动 

（17）中共瓦窑堡会议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 

（18）左翼文化运动与社会性质论战 

（19）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和公布《五五宪草》国民经济的复苏 

（20）国民党“五大”和对日政策的变化国共两党开始接触 

（21）中共政策的调整及其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20.全民族抗战的坚持与胜利 

（1）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 



（2）正面战场的重要战役 

（3）洛川会议 

（4）平型关伏击战 

（5）《抗战建国纲领》 

（6）《论持久战》 

（7）六届六中全会 

（8）日本侵华策略的变化 

（9）敌后战场的作战 

（10）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11）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 

（12）减租减息、精兵简政、三三制原则 

（13）中共七大 

（14）抗战胜利的原因、意义与地位 

21.国共谈判与全面内战的爆发 

（1）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形势与国共两党根本对立方针 

（2）重庆谈判 

（3）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与马歇尔“调处” 

（4）国共“停战协议”和政治协商会议 

（5）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军事进攻和共产党制定打败国民党军事进攻的

战略方针 

（6）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7）国共关系的最终破裂 

（8）土地革命 

（9）夺取全国胜利纲领的制定和实施 

22.国民党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财政危机 

（2）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3）三大战役的胜利 

（4）北平和谈 

（5）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6）《论人民民主专政》 

（7）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局面的形成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共同纲领》 

（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0）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 



三、试卷结构 

1. 考试时间：180 分钟 

2. 分数：150 分 

3. 题型结构 

（1）名词解释 (30 分) 

（2）简答题 (40 分) 

（3）论述题(80 分) 

四、考试内容来源 

（1）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第五版），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年。 

 (2)《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