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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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授课时间：周二 5-8节；周三 5-8节；周四 1-4

节 
授课地点：莞城校区 6405；6405；6202 

授课对象：18经济金融 1、2、3、4班；社会工作 1班；物流 1班；工商 1、2班；人力资源 1、2班；

法学 1、2班；法学卓越 1班；会计卓越 1班；投资学 1班；会计学 1、2班。 

开课院系： 马克思主义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李丹/副教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微信群聊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     闭卷（  ）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 

教学参考资料： 

1、《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6第二版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10. 

3、《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文献室编  人民出版社 1981.6. 

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5、《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编，湖南出版社，1990 

6、《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7、《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0、《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石川祯浩著 ，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8 

12、《戊戌变法史》，汤志钧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10 

13、《治史三书》，严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6 

14、《北洋军阀史》，来新夏等著，东方出版中心，2016.5 

15、《李鸿章传》，梁启超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10 

16、《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何亚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全国本科院校大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它通过系统阐述近代中国

的国史和国情，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揭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本课

程在培养学生的世界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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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一：史观濡

染与方法介绍 

2 介绍本课程总体内容、框架以及教学形式

和评价方法、如何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的

理论与方法、搜集资料方法 

课堂讲授 阅读参考

资料 

2 
专题一：史观濡

染与方法介绍 

2 小组讨论选题 讨论 寻找选题 

3 
专题一：史观濡

染与方法介绍 

2 小组讨论研究内容与框架 讨论 搜集论文

与材料 

4 

专题二：鸦片战

争前的中国与世

界 

2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近代中国发展

的主线 

讲授、提问 阅读参考

资料 

5 

专题二：鸦片战

争前的中国与世

界 

2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近代中国发展

的主线 

课堂讲授、

提问 

阅读材

料、回答

问题 

6 课堂实践 2 小组 PPT展示  展示、点评 制作 PPT 

7 专题三：近代中 2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 课堂讲授、 阅读 



国梦的探索与实

践 

讨论 

8 课堂实践 2 小组 PPT展示  展示、点评 制作 PPT 

9 

专题三：近代中

国梦的探索与实

践 

2 辛亥革命、北伐 课堂讲授、

讨论 

阅读参考

资料 

10 

专题三：近代中

国梦的探索与实

践 

2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课堂讲授、

讨论 

阅读参考

资料 

11 

专题三：近代中

国梦的探索与实

践 

2 抗日战争、国共内战 课堂讲授、

讨论 

阅读参考

资料 

12 
课堂阅读与讨论 2 课堂阅读与讨论  撰写阅读

心得 

13 

专题三：建国后

中国共产党的曲

折探索和新生 

2 新中国成立后的曲折发展 课堂讲授、

讨论 

阅读资料 

14 

专题三：建国后

中国共产党的曲

折探索和新生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发展 课堂讲授、

讨论 

阅读参考

资料 

15 
课堂阅读与讨论 2 课堂阅读与讨论  撰写阅读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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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请假机会 0.15 

课堂讨论 认真听课、积极参与小组讨论 0.15 

完成作业 按时完成两次作业，根据质量判定评分等级 0.3 

期末考试 根据评分标准评定分数 0.4 

大纲编写时间：2019 年 3月 10日 



系（部）审查意见： 

 

 

 

 

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   2019 年 3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