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课  

课程英文名称：Outlin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32/2/2 其中实验学时：0 

先修课程： 

 



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过程中处于重要地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思考和实践，在思想道德等方面应达到合格或优秀大学生的水平。 

 

课程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目标：本课程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国

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促进学生掌握近现代中国共产党人和有代表性的志士仁人的进步理念，理解这些基本理念的形成背

景以及逻辑推演，了解这些基本理念在当今时代的展现以及缺失，进一步提升学生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分析当今社会现象的基本能力。 

2. 过程与方法目标：本课程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思想理论和人物的分析，提高运用科学的

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合理分析社会发展的

基本要件，综合一定的逻辑分析方法，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思想的启迪和思维的训练。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目标： 本课程通过对史实、经典和人物的了解、学习的过程，使学生

树立崇高优美的情感，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先进的价值观；通过学习、讨论甚至质疑的过程，培

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及深刻敏锐的感悟能力，为未来的事业奠定坚实的科学人文基础和心理基

础。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时

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方

式 
作业安排 

1 
导言 2 介绍本课程的教学形式和评价方法 课 堂

讲授 

阅读参考资料 

2 

百年沧桑看大国崛

起：历史和人民为

什么选择中国共产

党 

2 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脉络的梳理，为学生构建近代史

的逻辑架构，导出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和最终落脚点。 

课 堂

讲授 

阅读资料、线

上讨论、撰写

讨论发言稿 

3 

 讨论专 题一：读 

史 明 智 

 

2 设置的相关问题：1、为什么要学习本课程？2、本课程与

中学历史有何不同？3、中国近现代史是怎样一段历史？

前 100 年和后 100 年有何不同？4、你知道中国近现代史

上有哪些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选择吗？  

讨论

点评 

阅 读 参 考 资

料，线上讨论

与线下讨论相

结合 

4 

1、丰满理想下的残

酷杀戮：太平天国

陷阱 2、天朝上国

集体自尊的沦陷：

甲午悲歌    

2 1、解读“天京事件” 

2、解读“甲午战争” 

课 堂

讲授 

阅读资料、线

上讨论、撰写

讨论发言稿 

5 

讨论专题二：千年

変局与民族抗争

———西方列强的

入侵与近代中国社

会的变化 

2 设置的相关问题：1、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是

福是祸？2、盛世中的清朝遇到了哪些三千年未遇之巨

变？古老中国该如何应对？3、为什么近代中国总是挨

打？ 

讨 论

点评 

阅 读 参 考 资

料，线上讨论

与线下讨论相

结合 



6 

1、假如再给光绪一

次机会，康有为还

会是光绪皇帝的野

蛮网友吗：戊戌风

云 2、大清帝国的

生死时速：离成功

距离最近的改革    

2 1、解读“戊戌变法” 

2、解读“清末新政” 

课 堂

讲授 

阅读资料、线

上讨论、撰写

讨论发言稿 

7 

讨论专题三：从天

国悲剧到悲壮变法

———对国家出路

的早期探索 

2 设置的相关问题：1、占据半个中国，历时 14 载之久的太

平天国为什么在鼎盛时期陡然走下坡路，最终失败？2、

农民阶级能否担负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为挽

救统治危机，地主阶级做了哪些努力？结果如何？3、同

样是学习西方，中国戊戌变法为何失败？日本明治维新为

何成功？  

讨 论

点评 

阅 读 参 考 资

料，线上讨论

与线下讨论相

结合 

8 

从蒋介石看旧民族

主义革命的先进与

落后：辛亥革命成

功了吗？ 

2 解读蒋介石、汪精卫、杜月笙 

 

课 堂

讲授 

阅读资料、线

上讨论、撰写

讨论发言稿 

9 

讨论专题四：辛亥

风云———资产阶

级共和国方案的理

论与实践 

2 设置的相关问题：1、辛亥革命是必然发生的吗？2、辛亥

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变化？3、国父孙中山的梦想为什

么破灭？4、在辛亥革命爆发 100 年后的今天，你如何看

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  

辩 论

总结 

阅 读 参 考 资

料，线上讨论

与线下讨论相

结合 

10 

三部电影看新民主

义革命：中国共产

党革命历程   

2   《建党大业》《建军大业》《建国大业》片段赏析，解

读陈独秀、毛泽东。 

 

课 堂

讲授 

阅读资料、线

上讨论、撰写

讨论发言稿 

11 

讨论专题五：开天

辟 地 的 大 事 变

———马克思主义

的早期传播与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 

2 设置的相关问题：1、20 世纪初的世界发生了哪些重要的

历史事件？对中国有何影响？2、国共和谈为什么可能？

为什么失败？国民党为什么发动内战又不堪一击？理解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讨 论

点评 

阅 读 参 考 资

料，线上讨论

与线下讨论相

结合 

12 

日 本 人 是 怎 么 败

的？：绕到日本人

背后看抗战   

2 解读“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课 堂

讲授 

阅读资料、线

上讨论、撰写

讨论发言稿 

13 

讨论专题六： 

同仇敌忾、共赴国

难———中华民族

的抗日战争 

2 设置的相关问题：1、一个国土面积只相当于中国云南省

的弹丸小国日本，为何敢对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发

动全面侵略战争？2、日本的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怎样

的深重灾难？3、“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4、你如何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5、如何

讨 论

点评 

阅 读 参 考 资

料，线上讨论

与线下讨论相

结合 



 认识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如何跨越历

史走向未来？  

14 

1、社会主义建设在

探索中曲折发展：

庸众的迫害 2、建

国后中国共产党的

探索和新生 

2 1、我眼中的文化大革命。2、建国后新中国取得巨大的成

就。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新时代。 

课 堂

讲授 

阅读资料、线

上讨论、撰写

讨论发言稿 

15 

史学名著阅读心得

和课堂教学与学习

心得分享 

2 学期初指定史学名著的阅读和心得交流 课 堂

点评 

线上提交，线

上互评，线上

申述 

16 
课程总结 2 课程重点、难点回顾 课 堂

讲授 

复习、考试准

备 

合计： 32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到堂情况 线上缺勤旷课一次从综合成绩扣取 10 分，满 3 次取消考试。 0.1 

课堂讨论 
非 PBL 班级，需认认真同科并完成 SPOC 中每章节后面的作业。 0.2 

参与 PBL 项目班级，认真听课、积极参与线上线下和课堂讨论。 0.2 

完成作业 
非 PBL 项目班级完成 800 字论文两篇，根据质量线上判定并评分。 0.2 

参与实践教学完成 PBL 项目的班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