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史梳理 

只要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做的任何事情，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巩固统治。 

实在不知道，可以判断褒贬，然后把问题稍变通直接回答一遍。 

例: 如果讲对经济不好的，就答“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 

政治: （必然讲到当局的统治者） 

好的:国家统一，政局稳定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完善，有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巩固统治，扩大统治基础  

坏的:分裂割据，政局动荡; 

专制统治腐朽，社会矛盾尖锐（一般是明清时期）  

削弱相权，加强皇权 （宋朝开始） 

经济： （通常都是好的方面，很少有坏的）初中大概就只到 1,3  

1. 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技术进步（铁犁牛耕的使用和推广、生产力进步），耕作技术提高，

农业发展;  

2. 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  

3. 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文化:  

好的: 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扩大，文艺世俗化，市民文化兴起(如 唐诗、宋词、

戏剧、话本、小说) 科技、文学艺术成就突出，影响深远 

坏的：思想专制，束缚了思想，阻碍了学术发展（也是在明清时期） 

 

  



中国近代史梳理 

1. 只要是近代的好事，无论中外，原因都有“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 

2. 只要是中国近代的好事，都会说它“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民主化、

工业化),促进了思想解放” 

3. 只要是近代的，无论中外，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促成了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推动了科

技的发展” 

中国近代 

政治: 

坏的：列强侵略， 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统治危机;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尖锐;封建专制统治腐

朽 

好的：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统治 

 

经济: 

好的：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无产阶级力量壮大，登上政治舞台)自然经济逐步

解体，近代工业产生，新的社会阶级出现 

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革除了不少封建陋习 

坏的：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沦为列强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文化: 

 

文化： 

好的：中国各阶级向西方学习，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西方民主启蒙思想的传播;民主共和

观念深入人心 

坏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 

  



答题模板 

根本原因（根源）+直接原因（最直接的称导火索） 

 

例如：鸦片战争的爆发 

根本原因：西方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而中国仍处在封建王

朝的统治下。因此英国为了开辟海外市场，向中国运来呢绒，布匹等，却遭到中国

男耕女织式的自然经济的排斥，中国向英国运送的茶叶、生丝等，销路旺盛。中国

处于明显的出超地位。 

直接原因：林则徐虎门销烟 

 

内部原因（自己的）+外部原因（对方的和环境的） 

主要原因+次要原因 

主观原因+客观原因 

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思想原因、军事原因 

有原因类的题，必然是在这几个方便里面找 

背景=原因（为什么）+条件（有什么） 

评价人和事的方法：既要看到成绩，更要看到问题、既要看到进步，更要看到局限。 

历史背景、原因和目的 

1、历史背景=（国内+国际）（经济+政治+文化+……） 

⑴经济背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 

⑵政治背景=政局+制度+体制+政策+阶级+民族+外交+军事+…… 

⑶文化背景=思想/宗教+科技+教育+…… 

例如：中国历史练习册（第二册）第 23 页第 2 题 

（一）国内： 

经济：南方得到开发  

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政府对户籍的控制能力加强 

军事：北方战乱较多  

注意：这里跟文化关系不大，不要强行扯上文化 

（二）国际：（这里还不涉及国际方面） 

 



爆发革命的一般原因:（分为直接和间接原因） 

1. 旧的社会制度阻碍经济发展 

2. 贫富两级悬殊，赋税沉重，社会矛盾尖锐，某阶级反抗 

3. 某思想传播(古代:宗教;近代:民主思想)  

某学说受到重用原因: 

1. 当时社会的需要、统治者的需要 

2. 某某如何发展某学说(内容)，满足了以上需要 

 

 

古代中国 

1、中国古代早期政治制度 

核心：王权。 

制度：分封制 

特点：周王是天下共主，地方建立诸侯国(分封制) 

2、封建专制中央集权 

集中：即所有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 

发展阶段： 

秦汉确立发展——隋唐完善——宋元加强——明清强化。 

3、选官和监察制度 

根本目的：强化皇权统治。 

层面：选拔官吏和监察百官。 

4、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 

(1)小农经济是传统农业的基本模式。 

(2)精耕细作是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 

★ (3)铁犁牛耕是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5、古代商业的发展 

政策：重农抑商。 

方面：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 

特点：商人社会地位低，商业发展艰难曲折；受制于农业的发展；政府对商业的控制逐渐减

弱。 

历程：春秋战国(官府垄断局面被打破，商品市场和大商人出现)——秦汉隋唐(重农抑商政策；

坊市严格分开，对外贸易发展)——宋元(商业经济繁荣；坊市界限打破；出现世界上最早的

纸币)——明清(城镇商业发展；出现商帮；闭关锁国)。 

6、影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主要因素 

(1)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束缚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2)统治者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实行专卖制度，对民营商业课以重税，影响了扩大再生

产的资金的积累和国内市场的扩大。 

(3)长期以来抑商和歧视商人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

的成长。 

(4)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限制了资

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7、明清时期对外贸易性质、政策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1)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是政府与外国进行的朝贡贸易，目的不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为目的，



主要是加强友好往来。 

往往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和采取“倍偿其价”的方法，政府在贸易中增加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影响了中外贸易的持续发展。 

(2)明清时期对外贸易实行“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限制了民间对外贸

易的发展；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使中国与世界隔绝，逐渐

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影响了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型。 

8、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演变 

(1)诸子百家思想观点： 

①儒家推崇“人治”，提倡“礼治”或“德治”，即指治国时偏重人的作用，实行“仁政”。 

②法家提倡“法治”，崇尚“以法治国”，即强调法的作用，主张用法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

为，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 

③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即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顺应时势和民心。汉朝统治者的

修养生息政策正是这种治国思想的体现。 

演变历程 

①秦统一中国后，采用了法家的主张，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 

②西汉初年，先后采用了儒家的“仁政”、道家“无为而治” 

③西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实现了政治、思想上的“大一统”，

使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④汉代以后，道家思想仍然受到重视，逐渐被儒家思想所吸收。  

9、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 

(1)科技内容上应用性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不够；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典籍整理

与经验总结，缺少实验。（就比如《齐民要术》） 

(2)在科技应用上主要服务于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大型的工程需要，缺乏将科技有效转化

为生产力并成为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意识。 

(3)我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影响深远。 

10、古代文学艺术发展的趋势和原因 

(1)趋势： 

日趋平民化、世俗化（为了适应宋朝时的市民阶层） 

(2)原因： 

封建专制统治加强；商品经济发展。 

 

 

 

中国近代史 

1.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 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爆发的，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革命必

将得到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 

（2）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在运动中起了领导

作用，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阶级。 

（3） 五四运动中，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起了发起者、组织者的作用，他们

指导运动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指导思想。 



（4） 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

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

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 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 

（5）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

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

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

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3.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中国共产党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举起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第一面旗帜，

它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

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   

（2）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

结合，制定、实施了一套完整的坚持抗战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策略和方

针，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对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3）中国共产党通过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

力量，特别是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抗日根据地正面牵制和打击了侵华日军三分之二以

上兵力，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不仅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也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

攻准备了条件。 

（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以自己最富于献身的爱国主

义精神，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

利的民族先锋。 

 

4.长征胜利的意义与精神 

（1）意义：长征精神是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2）精神： 

(一) 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信念，是红军长征精神的根本要义。 

(二)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红军长征伟大精神状态的集中体现。这是红

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基于理想、信念所铸成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三)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红军长征精神得以发挥的重要关键。对

革命的忠诚和对党的坚信，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精神，是红军将士作为革命军人的基

本素质。 

(四)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互助友爱的高尚品德，是红军长征精神转化成凝聚力、

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条件。 

(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援与帮助，是红军长征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的外

部条件。 

总之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

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

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

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

斗的精神。 

 

5、为什么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引起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巨大变化？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

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民主革命。 

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

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为中国人民

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

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也是一

场思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辛

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辛亥革命不仅在一

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6、遵义会议的重要历史贡献 

1、遵义会议结束了博古、李德“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 

2、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在极 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

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3、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

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7.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呈现了哪些新面貌？ 

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共一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近代以来，在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都进行了种种救国救民的尝试，目的就

是要让中国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富强的目标，但这些尝试都失败了。 

而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革命面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此走向了胜利之路。中共一大的召开，正是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的

开始。 

 

8.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陷入全民的包围中并迅速走向崩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陷入全民的包围并迅速走向崩溃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因；另

一方面是外因，其中内因是主要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1）内因 

①国民党政府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官员们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在抗战后期就严重丧失人

心。抗战胜利之际，国民党政府所派官员把沦陷区的接收变成了“劫收”，大发胜利财，使人

心进一步丧失。 

②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

的内战政策。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向人民征收各种捐税，无限地发行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

胀，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把全国人民置于了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 

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拒绝全国人民要和平、要民主、

要自由的愿望，仍然继续并加强独裁统治。因此，国民党政府把自己置于了人民的对立面，

丧失了人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从而陷入了全国的包围之中，并迅速走向崩溃。 

（2）外因 



①共产党代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坚决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三座大山的斗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②美国对国民党的放弃，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扶持。 

 

历史词汇梳理 

词汇： 

正向的： 

加强了、维护了、促进了、稳定了、拓展了、巩固了、打击了、抵御了、推动了、提高

了、增加了、改善了、冲击了、改变了、打破了、扩大了、缓和了、激发了、鼓舞了、传

播了、发展了、解决了 

 

反向的： 

削弱了、约束了、导致了、动摇了、破坏了、加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