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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试说明

注：本考试说明仅作为 2026 年普通专升本考生复习参考，最终以当年公布的考
试说明为准。

一、科目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试内容包括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个部分，主

要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外交等。按照了解、理解和

掌握三个层次进行考查。

二、具体内容与要求

（一）中国近代史（1840—1949）

1.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1）了解鸦片战争前的国内外形势，鸦片战争的过程，鸦片战争后中国社

会的变化等基础史实。

（2）理解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3）掌握《南京条约》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及危害，鸦片战争失败

的原因。

2.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1）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对外政策，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结果与影响，清王朝统治格局变化的表现等基础史实。

（2）理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是鸦片战争的继续。

（3）掌握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历史意义。

3.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

（1）了解洋务派，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的中国经济

变化、新阶层与新思想的出现等基础史实。

（2）理解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

（3）掌握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失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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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边疆危机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

（1）了解十九世纪中期后的我国边疆危机的表现，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法

战争与甲午战争的基本过程、《中法新约》《马关条约》的内容与影响，三国干

涉还辽等史实。

（2）理解边疆危机发生的历史背景。

（3）掌握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

5.维新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1）了解甲午战后民族危机加深的表现，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原因、

表现，维新运动的基本过程，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

的内容。

（2）理解维新变法发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意义，“东南互保”出现的原因

与影响。

（3）掌握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

6.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1）了解清末“新政”“预备立宪”与立宪运动的基本过程，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运动兴起的表现，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

政府的建立及其内外政策，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等。

（2）理解清政府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目的、失败原因，立宪派、

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南京临时政府的局限性。

（3）掌握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迅速土崩瓦解的原因，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7.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

（1）了解民国初年政局变动的表现，袁世凯反民主共和的表现，张勋复辟，

孙中山等人维护民主共和的做法，军阀混战，列强分裂中国的侵略活动等。

（2）理解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因。

（3）掌握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

8.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了解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各种新思潮的涌入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早期的传播，中共一大、二大与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等。

（2）理解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3）掌握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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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1）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与破裂，国民革命的兴起、高涨与失败等

基础史实。

（2）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与失败原因，北伐胜利进军的原因与影响。

（3）掌握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意义。

10.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与土地革命战争

（1）了解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及其内政外交，土地革命战争，红军长征，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等基础史实。

（2）理解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然性。

（3）掌握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

11.日本入侵与中国的抗日战争

（1）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进程、具体政策变化及其在华殖民统治，国

民党政府的“安内攘外”、民众抗日运动的高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局部抗战，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皖南事变，战时经济与文化，敌

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与延安整风运动、中

共七大的召开等。

（2）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意义，国民党

在抗日战争中的两面性表现，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中间势力

在抗日战争中的主张、作用和地位，中共七大的意义，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意

义。

（3）掌握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

理论的主要内容，人民战争路线、持久战战略与全面抗战的意义。

12.国共谈判与全面内战的爆发

（1）了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的三种不同的建国方针，

重庆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与第二条战线形成，解放区

的土地改革与战略进攻等。

（2）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革命胜利的关系，抗战胜利后中国两条

道路之争与第二条战线形成对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作用。

（3）掌握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经济主张与政治纲领。

13.国民党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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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国统区全面危机的表现，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中

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

（2）理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迅速失掉政权的原因，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的必然性。

（3）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

（二）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1.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临的严峻形势、采取的举措与取得的

成就，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建立等。

（2）理解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出现的曲折、

取得的成就。

（3）掌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意义，中共八大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中国

共产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2.伟大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开创与发展

（1）了解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三步走”发展战略，“一国两制”方针

与实践，“九二共识”，《反分裂国家法》，邓小平南方谈话，经济特区，政治

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

部大开发战略，对外关系新格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

（2）理解改革开放的起步、全面展开与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其

历史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3）掌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与历史意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与部署。

3.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1）了解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党的二十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等。

（2）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涵与意义，新时代的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坚持党的领导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核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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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核心地位的意义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意义。

（3）掌握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三、考试形式与参考题型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考试时间 90 分钟，满分 150 分。

（二）参考题型

考试题型从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辨析题、论述题、材料分析题

等类型中选择，也可以采用其他符合本科目考试要求的题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