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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

的重要途径。普及和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是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的一个战

略问题，对于凝聚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工作的

意见》（中发﹝ 2011 ﹞ 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云南

省国防教育条例》有关规定和《全民国防教育大纲》的要求，我们针对高中

阶段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认知能力，本着点面结合，内容丰富、条理清晰的

原则编写了这部教材。希望通过教学，使高中阶段的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国

防知识，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和军事技能，进一步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国

家观念和国防观念，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本教材共有 8 个专题的教学内容，建议在高一、高二阶段完成全部教学

任务。其中，专题一、专题二、专题三、专题七和专题八的内容适合高中一

年级学生学习；专题四、专题五和专题六的内容适合高中二年级学生学习。

任课教师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针对教学对象、教学环境和教学要求的变化，

对建议教学安排做适当调整。

教材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国防教育教材（高中）》编写组   

                                      20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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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以史为鉴  强我中华

以史为鉴  强我中华

专题一

教学目的：通过了解近代中国国防屈辱史、现代国防取得的成就及云南各族人

民维护祖国统一的光辉历史，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增强学生忧患意识，培养献身国防

的思想根基。

教学重点：中国近现代国防历史的巨变；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壮举。

授课建议：本专题教学对象为高一年级，教学时间为 4 课时，以讲授为主，辅

以观看相关视频资料。

课前讨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给我们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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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  （高中）

第一节  屈辱的近代中国国防

一、脆弱的国防

（一）鸦片战争

两千多年来，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对人类社会

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进入近代后，特别是清王朝建立后，清朝统治者推

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而在西方，英国完成工业革命

后，资本主义向外扩张，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商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

此条件，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英国就积极谋求打开中国市场。由于中

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中国对英国一直处

于出超地位。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来获取暴利。

1839年6月林则徐前往广州开展禁烟运动，打击了英国走私鸦片的嚣张气焰，同时

影响到了英国的利益。为打开中国市场大门，英国借口虎门销烟而发动了侵略战

争。这就是“鸦片战争”。

小资料：“鸦片战争”前中英力量对比

战争前中国名义上有 22 万八旗以及 66 万绿营军队。清朝上一次主要用兵是

1804 年结束的镇压手持原始武器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到鸦片战争前已经有 35 年

没有作战了，军队战斗力严重衰退。英军参加的上一次重要战争是 1815 年结束

的抗击法国的拿破仑战争，英军获胜。

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至1842年8月，历时两年多，在侵略者“坚船利炮”面

前，清军溃败，最终以英军获胜结束。

鸦片战争是中国军民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第一次战争，广大官兵英勇

抗战，但是，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决策多变，将帅不善指挥，战法呆板，加之武器

装备落后，终为英军所败。鸦片战争的实践表明，落后的封建军队已不能战胜初步

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军队。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西方列强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此后，1856年英国又伙同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又遭到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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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以史为鉴  强我中华

西方列强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

（二）甲午战争

19世纪末，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

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而中国的近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

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日本逐步走上了侵略扩张的路子。

1894年，日本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年是中国旧历的甲午年，因此也称作

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关键战役是黄海海战。 

1894年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挑起一场激

烈的海战，这是中日双方海军一次主力决战。北洋水师广大官兵奋勇抗敌，涌现

了邓世昌、林永升等一大批英雄人物。黄海海战历时5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时

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远东战区所罕见。海战的结果：北洋舰队损失“致

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广甲”逃离战场后触礁，

几天后被自毁）5艘军舰，死伤官兵千余人；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

睿”、“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创，死伤官兵600余人。此役北洋水师虽损

失较大，但并未完全战败。然而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港

内，不准巡海迎敌。日本夺取了黄海的制海权。

最终，清政府在陆战和海战中对日本作战都遭到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知识共享：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或称作北洋舰队、北洋海军，是中国清朝后期建立的第一支近代

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政府建立的三支近代海军中实力和规模最大的一支。北

洋水师 1888 年 12 月 17 日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

北洋水师建立之初，舰队在火力和整体吨位上远超当时的日本海军，日本海

军制订扩充海军计划，为筹集经费，天皇甚至从后宫经费中拨款给海军，而清廷

则十年不添一舰一炮。大清水师军舰陈旧落后，虽然海军训练程度未见得低，但

军械日渐落后。日本海军加紧训练，军舰保养好，在自主造舰的同时，向英国皇

家海军购置新舰，学习经验。在海战开始前，北洋水师军舰老旧，锅炉破损，舰

炮使用穿甲弹，射速慢，威力不足。而日本海军训练有素，装备了大批的新式战舰，

使用大口径火炮，并装备了速射炮，开发出了新型的炮弹，在总体吨位上也超过

了北洋海军，在海战上有了极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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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  （高中）

（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0年8月14日英、法、德、美、日、俄、意、奥（奥匈帝国）等国组成联合

远征军，为镇压中国北方义和团运动而入侵中国。联合远征军开始时总人数约3万

人，后来增至约5万人。

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数村镇沦为废墟，天津被烧毁三分

之一，北京一片残墙断壁。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

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八国联

军在北京公开大肆抢劫，清宫无数文物珍宝被洗掳一空，大批平民惨遭杀戮。

义和团运动被绞杀，满清政府彻底沦为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具。中国陷入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二、屈辱的外交

国家实力的弱势也直接导致对外交往中的不利地位。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

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不平等的。这些条

约的签订，表面上看是经过双方的交涉谈判，共同宣布的平等协定，但实际上两

国的谈判总是在一场战争之后才进行——早已腐朽没落的清帝国在对外经济与国

防上不是近代西方列强的对手，一场战争下来中国政府很少能从战争中占到什么

“便宜”，反而让其他国家取得战争的主动，迫使中国政府以谈判为手段来避免

更大的损失；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往往在谈判时只有“接受”与“不接受”这样的

选择，这些代理人作为一个专制帝王派来的代表，只能为了皇族的利益去签订这

些条约。

这些条约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平等条约主要是中英《南

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

（一）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南京条

约》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主要内容有：

1.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史称“五

口通商”），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

2.赔款。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西班牙银圆，其中600万银圆赔偿被焚鸦

片，1200万银圆赔偿英国军费，300万银圆偿还商人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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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割地。割香港岛给英国，英军撤出南京、定海等处江面和岛屿。

4.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需与英国商定；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开始丧

失。

5.以口头协议决定中英民间“诉讼之事”，“英商归英国自理”；中国的司法

主权开始受到侵害。

《南京条约》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

条约。英国以武力侵略的方式迫使中国接受其侵略要求，这就使中国主权国家的

独立地位遭到了破坏。强占香港，中国领土的完整遭到破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

地位。通商口岸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中心。巨

额赔偿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使他们的生活更

加艰苦。《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中日《马关条约》

1895年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

的主要内容有：

1.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废绝中朝宗藩关系。

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

3.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亿两。

4.开放重庆、沙市、苏州和杭州为商埠。

5.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中日甲午战争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中的重要

事件。

《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使列强获得了在华建厂权，而且，大额的战争赔款

和“赎辽费”迫使清政府与列强签订具有很强政治奴役性的借款协定。由此，列

强不仅实现了对华资本输出的愿望，还进一步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中日甲午

战争中，清政府的投降政策和中国的惨败，大大助长了列强争夺中国的野心。瓜

分中国一事被列强提上日程，很快，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

范围”的瓜分狂潮。

小资料：“赎辽费”

《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损害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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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日本独霸东亚，《马关条约》条约签订 6 天后，在俄国、法国、德国三

国的干涉和反对下，日本被迫放弃辽东半岛。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清政府偿付日

本库平银 3000 万两作为“酬报”，即“赎辽费”；交款后 3 个月内日本从辽东

半岛撤兵。此事件也称为“三国干涉还辽”。

1896年，俄国以迫日还辽有功，同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后来，密约泄

露，列强争相迫使清朝划出势力范围、租界与租借地。

（三）《辛丑条约》

1901年（农历辛丑年），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政府与英国、美国、

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十一国签定了

《辛丑条约》。其主要内容有：

1.赔款。清政府赔款各国（共11国）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

息共计9. 82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 

2.划定使馆区。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在区内中

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

3.拆炮台、驻军队。拆除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帝国主义列强

可在自山海关至北京沿铁路的12个地方驻扎军队。

4.胁迫清政府承诺镇压反帝斗争。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

仇敌”的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必须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

不录用。凡发生反帝斗争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

5.对德、日“谢罪”。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

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牌坊。 

6.惩治附合过义和团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被监禁、流放、处死的官员共一百

多人。 

7.设立外务部。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成为清政府与列强交

涉的专门机构。 

《辛丑条约》的严重危害：

1.巨额的赔款，是列强对中国空前的大规模勒索；为支付这笔赔款，此后的岁

月里，清政府加紧搜刮人民，使中国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社会经济更加凋敝。 

2.在北京设立的“使馆界”，实际上是“国中之国”，是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

国的大本营。外国侵略者控制京津地区，使清政府完全处于军队的控制之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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