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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集了与课程每章核心内容联系紧密的原始资料，以章为单元，每章首先确定10～15个最为
重要和核心的主题。
这些文献兼具权威性、学术性和一定的趣味性，补充教材的不足。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重>>

书籍目录

前言
上编综述　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一、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
　二、鸦片走私及禁烟运动
　三、《中英南京条约》
　四、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经济状况及阶级关系
　五、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一、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三、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
　四、民族意识的觉醒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一、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建立
　二、太平天国的纲领政策措施
　三、太平天国的失败
　四、洋务运动的兴办
　五、维新派倡导的救亡和变法活动
　六、百日维新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一、清朝末年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
　二、革命派的政治思想与活动
　三、立宪派的政治思想与活动
　四、晚清新政改革
　五、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
　六、武昌起义
　七、中华民国的创建
　八、民国初年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
　九、二次革命
　十、袁世凯的败亡与军阀混战的开启
　中编综述　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一、十月革命前后国人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后国人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
　三、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经济状况
　四、两个中国之命运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一、北洋军阀的统治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
　三、五四运动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五、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早期活动
　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与建立
　七、国民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八、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重>>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
　二、中国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三、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发动起义
　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五、新型军队与新型政权
　六、国民党内派系争斗与新军阀混战
　七、红军和苏区的蓬勃发展
　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九、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长征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一、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二、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旗帜及局部抗战与抗日救亡运动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四、全国性抗战的开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式
　五、国民党与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
　六、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　战争的发展
　七、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八、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九、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十、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十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二、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
　三、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及国统区危机
　四、从自卫战争到战略进攻
　五、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
　六、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
　七、中间人士的政治主张和道路选择
　八、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
　九、人民政协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十、中国革命的胜利
下编综述　辉煌的历史征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意义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严重困难和严峻考验
　三、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四、建国初期的民主运动和各项政策
　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实践若干问题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
　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
　四、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
　五、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
　六、历史地看待三大改造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一、中共“八大”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重>>

　二、整风与反右派运动
　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四、庐山会议与纠“左”的努力
　五、“七千人大会”　与调整国民经济
　六、“四清”与“社教运动”
　七、“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二、农村经济改革的突破和深化
　三、城市经济改革的启动和深化
　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与推进
　六、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七、全方位外交局面的形成
　八、顺利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九、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和主要经验
附录：各学期期末考试材料题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重>>

章节摘录

　　第五，是进行了全面规划，加强对社员的前途教育。
由于各地在整社中进行了上述一系列工作，不仅大大扩大了劳动范围和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而且大大
提高了劳动效率，使高级社的优越性获得了充分发挥，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但社员劳动力如果用得不合理，安排不适当，那生产力也不可能更大的发展。
因此，党又普遍地领导各地各社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地进行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全面规划，把当年生
产与基本建设、农业生产与林牧业、渔业、副业生产，生产建设与交通运输和文教卫生建设等都全面
作了规划，各方面用工保持一定的比例，使劳动力安排得更适当、使用得更合理。
当时党特别强调要把劳动力多用到农业基本建设方面，只有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才能扩大再生产，才
能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大跃进。
与此同时，党又在农村中广泛地进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途教育。
特别是当时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适时地提出&ldquo;全国农业发展纲要&rdquo;，展开全民
讨论，给广大农民以深刻的前途教育，描绘出一幅光明灿烂的前景，这实际上是一次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全民大动员，明确了方向，鼓舞了干劲，批判和克服了形形色色的右倾保守思想，极大地鼓舞
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劳动热情，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以
及农村各项事业不断的发展。
　　邓子恢：《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8日。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经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
是没有怀疑过的。
因此，我主张要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
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
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
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
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
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
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
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
妥当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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