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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命题原则
（１）命题依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基本要求和辽宁省关于学业水平考试有

关文件的规定，不拘泥于某一版本的教科书。
（２）命题侧重考查学生对历史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的掌握程度，侧重考查学生历史学

习的基本方法以及学生的态度情感与价值观趋向。有利于界定学生学习的结果，有利于学
业等级分类，有利于淡化分数竞争。

（３）命题应有利于历史教学改革，有利于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试题
尽量贴近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加强与社会现实联系，适应高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
平，试题要具有探究性、开放性、灵活性。

（４）命题力求科学、准确、公平、规范，试卷应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
的难度。

第二篇　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考试范围
以《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为依据，将普通高中历史（Ⅰ）、历史（Ⅱ）、历史（Ⅲ）

作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基本内容。

历史（Ⅰ）
１．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１）了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基本内容，认识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①宗法制　②分封制
（２）知道“始皇帝”的来历和郡县制建立的史实，了解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及

其影响。
（３）列举从汉到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４）了解明朝内阁、清朝军机处设置等史实，认识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对中国社会发展

的影响。

①内阁制度的确立　②军机处的设置
２．列强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１）列举１８４０年至１９００年间西方列强的侵华史实，概述中国军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事

迹，体会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①鸦片战争与中国军民的反抗
②甲午中日战争与中国军民的反抗
③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中国军民的反抗
（２）列举侵华日军的罪行，简述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史实，理解全民族团结抗战的

重要性，探讨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国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①卢沟桥事变
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③侵华日军罪行
④中国军民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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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抗战胜利及意义
３．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
（１）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史实，认识农民起义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与局

限性。

①金田起义　②《天朝田亩制度》　③《资政新篇》　④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地位
（２）简述辛亥革命的主要过程，认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意义。

①中国同盟会与三民主义　②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③辛亥革命的意义
（３）概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史实，认识其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
（４）概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史实，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

伟大意义。

①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　②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军长征　③抗日战争　④人
民解放战争
４．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
（１）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史实，阐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认识我国民主政治的特色。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　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２）了解“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践踏，说明民主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３）列举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认识实行

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
（４）简述“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认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历

史意义。

①“一国两制”　②香港、澳门回归　③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５．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１）了解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重大外交活动，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际关系方

面的意义。

①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③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
（２）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概括我国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重大

成就。
（３）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主要史实，探讨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①中美关系正常化　②中日建交
（４）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重要外交活动为例，认识我

国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６．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１）了解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

产生的历史条件。

①古代希腊的地理环境　②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
（２）知道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认识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①公民大会　②五百人议事会　③民众法庭（或陪审法庭）
（３）了解罗马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在维系罗马帝国统治中的作用，理解法律在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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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价值。

①罗马法的主要内容　②罗马法的影响
７．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
（１）了解《权利法案》制定和责任制内阁形成的史实，理解英国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

特点。

①《权利法案》　②责任制内阁
（２）说出美国１７８７年宪法的主要内容和联邦制的权力结构，比较美国总统制与英国君

主立宪制的异同。

①１７８７年宪法　②联邦制　总统制
③美国总统制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异同
（３）知道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和《德意志帝国宪法》的主要内容，比较德意志帝国君

主立宪制与法国共和制的异同。

①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　②《德意志帝国宪法》
（４）分析资产阶级代议制在西方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８．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１）简述《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大意义。
（２）了解巴黎公社革命的主要史实，认识其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上的经验教训。
（３）概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史实，认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历史意义。
（４）概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的史实，认识其历史意义。
９．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１）了解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认识美苏“冷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发

展的影响。
（２）简述欧洲共同体的形成，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的振兴和不结盟运动的兴

起，了解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

①欧共体的形成　②日本成为经济大国　③中国的振兴　④不结盟运动
（３）了解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瓦解和多极化趋势加强的史实，认识多极化趋势对世界

历史发展的影响。

①两极格局的瓦解　②多极化趋势加强
历史（Ⅱ）

１．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１）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①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　②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
（２）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①纺织　②冶金　③陶瓷
（３）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①商业的兴起　②唐、宋、明、清的商业
（４）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①“重农抑商”和“海禁”　②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２．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１）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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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①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　②洋务运动
③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２）了解民国时期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主要史实，探讨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

因素。
（３）探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和作用。
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１）概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总结其经验

教训。

①中共八大　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③“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曲折发展
（２）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开放决策的内容，认识其对我国开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意义。
（３）讲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认识改革与社会发展的

关系。
（４）概述我国创办经济特区、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开发开放上

海浦东的史实，分析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的特点。
（５）了解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认识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意义。
４．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１）了解近代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史实，探讨影响其变化的因素。
（２）了解中国近代以来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认识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
（３）以我国近现代报刊、影视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为例，说明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给人

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
５．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１）概述迪亚士、哥伦布开辟新航路的史实，认识地理大发现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意义。

①迪亚士到达印度　②哥伦布到达美洲
③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２）列举荷兰、英国野蛮抢夺殖民地和建立海外商品市场的史实，认识殖民扩张与掠夺

是资本主义列强建立世界市场的主要途径。

①荷兰的殖民扩张　②英国的殖民扩张
③殖民扩张与争夺的影响
（３）了解两次工业革命的基本史实，探讨其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的影响。

①第一次工业革命　②第二次工业革命
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６．罗斯福新政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调节
（１）了解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点和影响，认识罗斯福

新政的历史背景。
（２）列举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认识罗斯福新政的特点，探讨其在资本主义自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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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形成中的作用。
（３）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国家为例，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１）了解俄国国内战争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形势，认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

策转变的必要性。

①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②新经济政策
（２）列举“斯大林模式”的主要表现，认识其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３）概述从赫鲁晓夫改革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历程，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

艰巨性和曲折性。

①赫鲁晓夫改革　②勃列日涅夫改革　③戈尔巴乔夫改革
８．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１）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为例，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

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２）以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例，认识当今世界经济区域集

团化发展趋势。

①欧洲联盟　②北美自由贸易区　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３）了解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由来和发展，认识它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

用。了解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史实，认识其影响和作用。

①世界贸易组织　②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
（４）了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探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

历史（Ⅲ）
１．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１）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孔子、孟子

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
（２）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３）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
（４）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
２．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１）概述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认识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①天文学　②数学　③医学　④农学　⑤四大发明
（２）概述汉字、绘画起源、演变的过程，了解中国书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脉络。
（３）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

时期的文学特色。
（４）了解京剧等剧种产生和发展的历程，说明其艺术成就。
３．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１）了解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历程，理解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

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①“开眼看世界”　②“中体西用”　③维新变法思想及作用
（２）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讨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
（３）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实，认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

５



４．２０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１）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认识其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２）概述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认识其对近现代中国的深远影响。
（３）概述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认识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
（４）概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认识其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

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
５．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１）列举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的主要成就，认识科技进步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

作用。

①两弹一星　②东方魔稻　③神舟系列飞船
（２）知道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取得的经验

和教训。
（３）了解我国教育发展的史实，理解“国运兴衰，系于教育”的深刻含义。
６．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
（１）了解古代希腊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等人对人的价值的阐述，理解人文精神的内涵。

①智者学派　②苏格拉底的人文思想
（２）知道薄伽丘等人的主要作品和马丁·路德等人的主要思想，认识文艺复兴和宗教

改革时期人文主义的含义。
（３）简述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概括启蒙运动对人文主义

思想发展的影响。
７．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历史足迹
（１）了解经典力学的主要内容，认识其在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２）简述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概括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
（３）以蒸汽机的发明和电气技术的应用等为例，说明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４）知道相对论、量子论的主要内容，认识其意义。
（５）以网络技术为例，理解现代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８．１９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艺术
（１）了解１９世纪以来文学的主要成就，认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
（２）欣赏１９世纪以来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了解这些美术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艺

术价值。
（３）列举１９世纪以来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理解这些音乐作品的时代性、多样性和民

族性。
（４）了解影视艺术产生与发展的历程，认识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二）考试的能力要求
历史学科学业水平考试主要考查学生是否达到《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所规

定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课程目标要求。
（１）考查学生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问题，如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

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等，也就是考查史实知识和规律性知识的掌握能力。考查学生
的再认和再现能力，一般侧重于了解、知道、列举等记忆性内容。

（２）考查学生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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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通过对材料的鉴别、使用，考查他们获取、处理和有效运用历史信息的能力，也就是学生
的历史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是指对历史问题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
括的能力，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通过解释、归类、转换、演绎推导等方法得出正确的认识和
结论。

（３）考查学生认识历史发展规律，鉴别历史问题，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的探究
能力；考查学生掌握历史学习方法、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能力。

（４）考查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养和人文素养，考查学生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分析现实
问题的能力，引导他们关注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的历史命运，进一步提高和培养学生的人
文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和国际意识，树立崇尚科学、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

第三篇　考点精解
必修Ⅰ

测试要求一 记忆宗法制

　　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是按照血缘宗族关系分配政治权力，维护政治联系的制度。王
位由嫡长子继承，为大宗；其他儿子分封为诸侯，他们对天子来说是小宗。大宗可以命令和
约束小宗，小宗必须服从大宗。周王是天下的大宗，也是政治上的最高领袖。宗法制最主
要和最核心的特点是嫡长子继承制，有效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
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测试要求二 认识分封制

　　周武王开始实施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分封的主要对象是周王子弟、功臣和前朝旧贵
族，被封诸侯在封国内有很大的权利，享有世袭统治权，在自己的封国内可以再分封；但必
须履行服从周天子的命令，为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的义务。此
制度有利于稳定和扩大西周的统治；到西周后期，随着诸侯国势力的壮大，王权衰弱，分封
制遭到破坏。

测试要求三 理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关系

　　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基础，分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上的反映。无论
是宗法制还是分封制都适应了西周时期统治的需要，维护了政治稳定。

测试要求四 认识郡县制的建立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郡、县等新的地方行政区划形式，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
议，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郡守是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对上承受中央命令，对下督责所属各
县，县的长官称县令或县长，郡守和县令、县长都由皇帝直接任命。郡县制的特点是中央垂
直管理地方；郡县长官由皇帝任免调动，不得世袭。秦朝通过郡县制，实现了对地方政权的
直接有效的控制。郡县制的建立是中央集权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官僚政治取代贵
族政治的重要标志。

测试要求五 认识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及影响

　　秦始皇首创的皇帝制度，其特点是皇帝独尊、皇权至上和皇位世袭。一方面以皇位世
袭显示了权力的不可转移，另一方面以皇权至上显示了地位的不可僭越。这是中国古代专
制制度的重要特征。秦始皇还建立了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政权组织和地方行政体制。
在中央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三个最高官职，史称“三公”。丞相之下还有诸卿，分别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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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着国家的各项具体事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三公九卿”通过“朝议”的方式参与朝
政。中央集权制度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其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为
历代王朝所沿用，且不断加强和完善，推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但在封建社
会后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

测试要求六 记忆西汉和北宋中央集权发展的表现

　　西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武帝实行推恩令。通过上述措施西汉解决了王国问题，加
强中央集权，巩固和发展了大一统局面。宋初太祖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朝中大将和地方节
度使的兵权；加强禁军、强干弱枝；并派文臣任地方官，设通判负责监督；经济上将大部分地
方赋税由中央掌控，只留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经过种种措施北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
控制，消除了藩镇割据现象，但造成冗官、冗兵、冗费，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测试要求七 理解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和元朝的行省制度

　　唐朝中央的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在尚书省下设吏、户、
礼、兵、刑、工六部，确立并完善了三省六部的管理体制。三省之间既相互牵制，又互为补
充，分工明确，提高了办事效率；分割了相权，避免了权臣独揽大权，有利于加强皇权，此后
历朝基本沿袭这种制度。元朝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行省长官由朝廷任命。
行省之下，分设路、府、州、县。行省拥有经济、军事大权，但行使权力时受到中央的节制。
行省制度便利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中国省
制的开端。

测试要求八 理解明朝废丞相、设内阁的史实

　　明太祖朱元璋正式下令罢除丞相职位，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被废
除。为了解决废相后丛杂政务集于皇帝一身的问题，明成祖设立内阁制，以内阁作为皇帝
处理国政的助理机构。但它始终不是法定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明朝废
丞相、设内阁的举措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

测试要求九 理解清朝军机处的设立

　　为适应西北军务的需要，清朝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后来发展为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
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军机大臣一般品级不高、有官无吏，秉承皇帝意旨办事。军机处的设
立使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也使我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但阻碍了中
国社会的进步，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

测试要求十 理解虎门销烟

　　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严重危害清朝统治。林则徐在虎门销
毁收缴的鸦片，此举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伟大
起点。

测试要求十一 记忆《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

　　割香港岛给英国，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赔款２１００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
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破坏了中国的贸易主权；中国海关收取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
率要与英方商定，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最能反映英国发动战争的本质意图：倾销商品，
掠夺原料）。

测试要求十二 简单论述两次鸦片战争的目的、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扩大海外市场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人民负担起反侵略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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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中国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英国为了进一步
扩大在中国的商品市场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丧失大片领土和主权，外国侵略势
力深入到中国内地，便利了列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
程度加深了，并且刺激了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测试要求十三 记忆甲午中日战争的重要战役

　　１８９４年７月日本不宣而战，丰岛海战发生，战争爆发。后又经平壤战役、黄海战役、辽
东战役、威海战役，最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战败。战争中涌现出誓死抵抗日军的左
宝贵、邓世昌、林永升、聂士成等民族英雄。

测试要求十四 记忆《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主要内容：

《马关条约》 危害及影响

割地
割辽东半岛（后赎回）、台
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国土进一步沦丧，刺激了列强瓜
分中国的野心，列强掀起了瓜分
狂潮

赔款
二亿两白银；三千万两赎
辽费

大借外债，使列强进一步控制中
国的财政经济，使日本侵略实力
进一步增强

开放
商埠

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
州为通商口岸

列强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
内地

其他
特权

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
工厂，产品免收内地税

便利列强对华资本输出；严重阻
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中国
的半殖
民地半
封建化
程度大
大加深

测试要求十五 记忆八国联军侵华的时间

　　１９００年，英、德、法、俄、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测试要求十六 记忆《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

　　清政府赔偿各国白银共４．５亿两，分３９年还清，本息合计９．８亿两；在北京东交民巷
设立“使馆界”，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各国驻兵保护；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反帝性质
的组织；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

测试要求十七 综合论述《辛丑条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社会经济更加凋敝；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
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测试要求十八 记忆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局部侵华的序幕；１９３７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标
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成为全国抗日的开端。

测试要求十九 记忆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役

　　淞沪会战，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太原会战，其中的平型关大捷是八路
军出师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役成为抗战以来的最大胜利。
百团大战，是抗战中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大规模战役，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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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焰。
测试要求二十 记忆侵华日军滔天罪行的重大事例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残酷屠杀手无寸铁的南京平民和已放下武器的军人超过３０万人。
“七三一部队”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成立的专门研究细菌战的部队，他们惨无人道地用
中国活人做试验。

测试要求二十一 理解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及意义

　　抗战胜利的主要原因：全民族抗战（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

宣布无条件投降。９月２日正式签订投降书。抗战胜利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
一次取得的完全胜利；它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
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测试要求二十二 记忆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

　　１８５１年１月，洪秀全集合拜上帝教群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
义军称“太平军”。１８５３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国都，与清朝对峙。

测试要求二十三 简单论述《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及评价

　　为满足农民得到土地的愿望、建立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
制度》。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国库。反映了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土地
所有制的愿望，是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但太平天国建立的仍然是小农经济，这违背
历史发展潮流，它体现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严重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实现。后期，为了振
兴太平天国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他主张向西方学习，依法治国，发展工商业，奖励技术
发明，开设新式学堂等。这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带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由于
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和实施条件，加之战争环境，未能真正推行。

测试要求二十四 理解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１９０５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提出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

测试要求二十五 记忆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城内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率先起义，革命军占领武昌。后
占领武汉，建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在武昌起义的影响
下，各省纷纷响应，到１１月下旬，全国有十几个省区脱离清廷宣布独立。１９１２年元旦，孙中
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
的政府。

测试要求二十六 综合论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人民获得一些民主自由权利。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没有根本改变。

测试要求二十七 简单论述五四运动的时间及其历史意义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起五四运动，后又扩大到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
市，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陆、章三人的职务，参加巴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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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是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测试要求二十八 简单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历史意义

　　中共“一大”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在上海举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共“二大”
制定的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
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测试要求二十九 理解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

　　１９２４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合作形成，合作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由此国
民革命兴起，反帝反封的国民大革命迅速展开。

测试要求三十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长征

　　１９２７年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从此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红军长征：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战略转移。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长征胜
利结束。长征为中国革命保存和锻炼了一大批骨干，使革命转危为安。

测试要求三十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意义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此结束中国人被剥削、被压迫和被奴
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创造了条件。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推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
追求解放的斗争。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测试要求三十二 记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及多党合作制度

　　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
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
基础。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北平召开，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职权。政治协商这次会议的召开初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

测试要求三十三 简单论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保证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保证各民族的平等地
位和共同发展，《共同纲领》规定，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１９５４年宪法正式确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法律依据。先后建立了内蒙古（１９４７）、新
疆、广西、宁夏、西藏（１９６５）五个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愿
望，保证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测试要求三十四 了解“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践踏

　　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公民基本权利及人身权利遭到严重践踏。全国人大无法正常
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遭受摧残。

测试要求三十五 简单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方针和主要成就

　　１９８２年，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成就：
１９８２年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９７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１９９９年３月，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１９９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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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测试要求三十六 理解“一国两制”及其运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是指统一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两制”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
本主义制度。１９８４年全国人大通过“一国两制”构想，正式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也成为完
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香港、澳门的回归成功实践了“一国两制”。

测试要求三十七 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表现：“九二共识”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史称“九二共识”。２００５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祖国大陆，
胡锦涛总书记会见连战一行，双方重申坚持“九二共识”。

测试要求三十八 理解新中国初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起，就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本着这一总原则，
毛泽东把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形象的概括为三句话，即“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
净屋子再请客”。这些外交方针在建国初期起到了巩固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作用。

测试要求三十九 简单论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与影响

　　１９５３年，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内容是互
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成为
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准则，标志着新中国外交走向成熟。

测试要求四十 记忆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

　　为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１９５４年举行了日内瓦会议。在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最
终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作为世界五大国之一参加
的重要国际会议，和平解决了印度支那问题，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声誉。在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上
周恩来鲜明地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万隆会议是第一次没有殖民主
义国家参加的亚非国际会议，加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联系，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测试要求四十一 简述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事实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第２６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通过阿尔巴尼亚等２３国的提案，恢复中
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宣告了美国长期
孤立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破产，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测试要求四十二 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由于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改善中美关系成为两国的共同要求，中美
关系开始缓和。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美双方签订了《中美建交公报》，１９７９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
外交关系，从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由于中美关系缓和的推动，１９７２年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双方发表声明，宣告中日建立外
交关系。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结束中美、中日长期敌对的历史，打破了美国遏制新中国所形
成的外交僵局，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

测试要求四十三 新时期我国外交建树的主要表现及外交成就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新时期我国调整了对外
政策。新时期的外交政策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主要目标，主要表现为不结盟。
外交成就：多边外交：中国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开展以
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２０００年，在中国的倡议下，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首脑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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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历史性会晤。区域外交：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２００１年在上海成功举办亚太经济合
作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领导创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对加强中国与俄罗斯及中
亚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合作，起到重要作用。

测试要求四十四 理解梭伦改革

　　梭伦改革规定按财产的多寡划分四个等级，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四百人
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成立陪审法庭，并且废除债务奴隶制。梭伦通过改革为雅
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测试要求四十五 记忆伯利克里时期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

　　伯利克里扩大公民参政范围，改革公民大会和五百人会议，公民大会负责内政外交等
重大问题，公民都可以参加并有发言权和表决权，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与监察机关，制定
“公制津贴”制度。伯利克里改革使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被称为雅典民主的“黄金时
代”。但无论如何改革，都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少数人的民主。

雅典民主政治影响深远，其理论与实践，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测试要求四十六 记忆《十二铜表法》、《民法大全》

　　在平民反对贵族斗争中，《十二铜表法》在公元前５世纪中期由贵族组成十人委员会制
定，镌刻在１２块铜牌上发表。涉及法律诉讼的程序、债务、家庭关系、财产继承、宗教以及
犯罪和刑罚等方面。《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第一部有章可循的成文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贵族的特权，保护了平民的利益。但其中掺杂着原始、落后的古老习俗，保留了某些维护
贵族特权的不合理法规。《民法大全》则由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组织人编撰，《民法大全》的
问世标志着罗马法体系的最终完成。

测试要求四十七 简单论述罗马法的作用与影响

　　罗马法是维护奴隶主贵族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巩固了罗马政权，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帝国
境内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法律逐渐影响到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利于罗马帝国的长治
久安与繁荣进步。罗马法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直接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法学
的渊源和近现代法律的先驱。

测试要求四十八 理解《权利法案》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英国通过颁布《权利法案》达到了限制王权、扩大议会权力的目的。其内容有：国王无
权废止法律；国王未按照法律程序，不得逮捕臣民；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组织常备军，不
得侵犯议会的征税权。《权利法案》使议会权力日益高于王权，国王逐渐“统而不治”，英国
君主立宪制确立起来。

测试要求四十九 理解英国责任制内阁的含义

　　责任制内阁是英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内阁控制下院立法程序、通过控制下院
本党议员控制下院。首相是政府和内阁的最高首脑，拥有各部大臣和主教的提名权、高级
文官的任免权、内阁会议主持权、各项重大政策的决策权，等等。内阁对议会负责，在大政
方针上保持一致，与首相共进退。

国王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
测试要求五十 记忆美国１７８７年宪法的主要内容

　　确立联邦体制，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按三权分
立原则构建中央政府：最高行政权属于总统；最高立法权属于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国
会；司法权属于各级法院，美国的最高司法权归联邦法院。三者独立平等、互相制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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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了专制的出现。它是近代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巩固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
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没有废除南方黑人奴隶制度，打上了种族歧视的烙印。

测试要求五十一 理解美国联邦制的权力结构

　　联邦制在权力结构中突出体现了所谓“制约与平衡”的原则，即行政、立法、司法三项大
权中的任何一项权力都要受到另外两项权力的制约，避免了绝对权力的出现，在一定程度
上保护了资产阶级民主。形成总统制、联邦制、共和制混合的国家制度，基础是共和制，权
力中心是总统，政体是总统共和制。

测试要求五十二 比较美国的总统制共和制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不
同
点

英国（君主立宪制） 美国（总统共和制）

国家元首（称谓与产生方
法、职能）

国王，世袭、终身。“统而
不治”、国家的象征

总统，选举产生并有任
期。是政府首脑，总揽军
政大权

政府与议会的关系
内阁由议会产生，对议会
负责，掌握行政大权

政府首脑即总统，行使行
政权。行政与立法相互
独立

议会和议员产生方式
议会由上院和下院组成，
下院 议 员 由 民 主 选 举
产生

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
组成，两院议员均由民主
选举产生

相
同
点

①社会性质：都是资产阶级专政；②政权性质：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政体；③议会的
作用及其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地位相同；④都是三权分立；⑤都实行两党制和两
院制

测试要求五十三 记忆１８７５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的主要内容

　　总统由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选出，任期七年，可连选连任。总统是国家元首，军队
统帅；有权任命内阁，解散众议院；拥有任命军政要员、缔结条约等大权。参议院有立法否
决、行政监督权，总统解散众议院要获得参议院同意。宪法规定了国歌和国庆日，还规定共
和制度永不动摇，从法律上阻断了保皇派复辟的道路。

测试要求五十四 记忆１８７１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主要内容

　　确立德国为联邦体制。皇位世袭，皇帝是国家元首和军队统帅，皇帝有权任免官员、创
制法律、召集和解散议会和决定对外政策等大权。宰相主持内阁工作，由皇帝任命，任期由
皇帝决定，只对皇帝负责。

联邦议会由各邦君主任命的代表组成。帝国议会由成年男子选举产生，作用很小，它
通过的法案必须得到联邦议会和皇帝的批准才能生效。

测试要求五十五 记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

　　《共产党宣言》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社会历史
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进步作用，揭示资产阶级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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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产阶级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充分肯定了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推动历史发展的重
要作用，揭示了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即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它还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测试要求五十六 巴黎公社的成立及其意义

　　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法国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３月２８
日成立政权，但最终失败。巴黎公社虽然短暂但实施了许多有利于工人的措施：废除旧的
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普选最高权力机关———公社委员会，公职人员由民主选
举，人民有权监督和撤换，并对其采取了限薪措施。它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
尝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测试要求五十七 概述俄国十月革命的事实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６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发动起义，起义军占领了彼得格勒和
东宫，革命胜利结束。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巩固政权，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和平法令》、《土地
法令》。

测试要求五十八 十月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

　　在国内：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把俄国改造
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国家现代化创造了重要前提；在国际上：十月革命的胜利冲破了
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国际无产阶级斗争树立了榜样，开辟
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它同时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强大
的思想武器。

测试要求五十九 了解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

　　“冷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除武装进攻
之外一切手段的敌对行动，其目的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稳定资本主义，称霸世界。“杜鲁
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冷战”的开始，“马歇尔计划”（又叫“欧洲复兴计划”）是“杜鲁门主
义”的一次大规模运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美苏两极对峙
格局的正式形成。

测试要求六十 认识美苏“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

　　造成西欧依靠美国、东欧依赖苏联的局面，世界被分裂成两部分。美苏对抗，进行军备
竞赛，使世界处于毁灭性的核战争的威胁之下。但两大集团势均力敌，彼此不敢轻易动武，
又使得近半个世纪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美苏两国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肆意践踏国际
法，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不借大举用兵，严重破坏了世界和平，主要表现为美国发动朝鲜战
争与越南战争。

测试要求六十一 了解欧洲共同体的形成

　　二战使欧洲丧失了世界政治经济优势地位，面对诸多困难开始一体化过程。１９５１年欧
洲煤钢共同体成立，１９５８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形成，１９６７年三个机构正式
合并，成立欧洲共同体，１９７３～１９８６年共同体三次扩大，１９９３年共同体发展为欧盟。随着实
力的增强，西欧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在政治上，它们也力图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
策。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严重削弱，不得不调整它的对欧政策，承认西欧的伙伴地位。

测试要求六十二 理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并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重视发展教育、制定经济计划、积极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以及
美国的扶植等都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使其成为经济大国。随着经济实力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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