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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考试大纲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中
国
近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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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 
 (1)1840 至 1900 年间列强侵略与
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2)辛亥革命
 (3)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4)新民主主义革命  (5)侵华日军
的罪行与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2.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资本主义的曲
折发展 (1)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
化和民族工业的兴起 (2)民国时期
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3.思想解放的潮流 (1)维新思想 (2)
新文化运动  (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

28.近代经
济结构的变
动；29.洋
务运动与甲
午战争；30.
抗日战争时
期的国民党；
40.近代学
者（包括康
有为、严复
等）缓解人
口压力的主
张。

28.洋务
运动的民
用企业；
29.留日
学生分布；
30.陕甘
宁边区政
府的抗日
政策；41.
近代民族
主义。

28.甲午战
争舆论宣传
策略；29.
五四运动与
社会主义道
路；30.解
放战争时期
的外交；41.
清末地方自
治。

考情分析



  剖腹出儿

——摘自1892年《点石斋画报》

观察图片，获取信息



        材料 一  1835 年冬，美国传教士伯
驾在广州开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西医院。西
医刚进入中国，有人认为是“妖术”，坊间还
有洋医生“挖眼珠子配药”的传说。因此，即
使声明免费医治，医局开业首日仍无人求诊。
                                      —
——《南方日报》

       据材料一，指出国人对西医的态度，结合所学
知识分析其原因。

一、死水幽潭



        材料 二  禁烟期间，林则徐托人问
伯驾如何治疗疝气病。伯驾回答他：治疝气病
要病人亲自来。林自己没有去，大概是碍于朝
廷命官的身份和夷夏之防的观念，但他派了个
替身，取回几只疝气袋。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据材料二，指出林则徐对待西医态度的不
同。反映当时社会思想领域有何变化？如何评价？

二、微澜初起



        材料 三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
让洋务派们看到了西方科技的优越。因妻子
患病被传教士治好，洋务派领袖人物李鸿章
大力倡导西医，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办西
医学院——北洋医学堂，服务于当时的北洋
舰队。

——于颖：《中西医，道不同也可相为谋》

三、涓流不息

        根据材料，指出洋务派对西医态度的不同之
处。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个时期思想领域的新变化
。



嫁接

树枝？
“树干” ？

洋务运动漫画



        材料 四：以西方医学作为手段以求保种强国
来挽救危亡的观念， ……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医学
救国论”成为最时髦的名词。
                                    ——聂春燕：《简

述近代中国的医学救国思潮》

        依据材料指出，维新派人士又将西医认识提
到了什么高度？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原因。

四、惊涛拍岸



图一   签订《马关条约》

结合下图思考：哪些因素推动维新思想的发展？

图三 早期维新派 

图二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郑观应



   阅读材料，指出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的的思想特点和共同主
张。

     材料五   
        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宪法，开国会，行三
足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计日可待。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梁启超主编《时务报》，发表了《变法通议》等文章，
鼓吹变法，宣传“民权论”，在国内政界和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
一时“康梁”并称。
                                      ——摘自陈国庆、聂苏秦

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纲》　　　　　　　　　
        严复说，生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过程就是“物竞天择”。
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这种生存竞争的关
系。……必须变法维新，图强图存。          
                                            ——摘自石方杰

“维新时期的严复思想述评”



        材料六     “医学救国”……所体现的主张
却意味着科学社会功能的扩张，维新志士不仅超越了早
期思想家科学观的器物层面，强调它的制度层次，具有
新的科学启蒙的意识……近代中国思想的理性化进程正
是从此起步。

———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

        作者认为维新派在推动近代思想解放上有
哪些积极意义？



        材料 七    1892 年孙中山以第一名优
异成绩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但是他总觉得，中
国人的苦难均源于“不良之政治”。因此他决心
弃医从政，改“医人”为“医国”,“改革中国之
恶政治”,“锄去此恶劣政府”。
                                    ———摘编

自杨天石：《帝制的终结》

五、滔天巨浪

        根据材料，指出孙中山认为变革中国社会
的关键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革命派在推动
近代社会思想解放上的进步之处。



特点类问题解答方法：

1.从设问角度：某个时代的特征、某个现象的阶
段特点、某个事件自身特点、过程特点等；

2.从构成要素角度：背景、时间、目的、内容、
过程、程度、影响等；

3.从历史模块角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

探究   向西方学习的特点



背景：民族危机              时间：近代

目的：救亡图存              内容：器物、制
度

程度：逐步深入              影响：思想解放          

过程：被动到主动、进步与保守

探究   向西方学习的特点

        结论：1.经历器物—制度—(思想文化)逐渐
深入的变化；2.西学东渐与救亡图存相连；  3.被动
接受到主动选择；4.充满进步与保守的斗争……



 感悟历史      
        今日：西学东渐？东学西传！

        2015 年，屠呦呦成为首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
中国人。青蒿素是屠呦呦受《肘后急备方》等中医文献
启示，用现代科技从青蒿中提取得到的无色针状晶体，
被誉为“拯救两亿人口的发现”“东方神药”。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你的感悟。



        从学习器物到学习制度，先进中国人
并未实现“医国”的目标，对此你是怎样认识
的？

历史反思



真题训练：
 （2015·新课标全国Ⅱ卷文综·29）康有为在《新
学伪经考》中认为，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古文经实系
伪造。1891年该书刊印后风行国内，但很快遭到清
政府禁毁。这主要是因为该书旨在
A．揭露历史真相 
B．引介西方理论 
C．倡导变法维新    
D．颠覆孔孟学说



（2012年全国高考41题）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冲击——反应”曾是国内外史学界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模式之一，其
主要观点为中国社会存在巨大惰性，缺乏突破传统框架的内部动力；从19世
纪中期开始，西方的冲击促使中国发生剧烈变化。有人据此图示中国近代历
史变迁（见下图）。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冲击——反应”模式。（要求：对
该模式赞成、反对或另有观点均可，观点明确；运用材料中的史实进行评
析，史论结合。）



参考：
（1）若“赞成”。可从历次列强侵略（“冲击”）后，中国人学西方
（“反应”）的层次性（器物——技术——制度——思想）着手回答。
（2）若“反对”。则可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三者的阶级属性、经济基础变化出发，突出强调中国社会变化的内部
动力。
（3）若认为有一定道理，但既不准确也不全面。则可从外因角度予以
肯定；从内因角度予以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