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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706 科目名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综合能力

（2021年 9月）

Ⅰ.考试性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综合能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专业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入学考试科目。目的是科

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学位硕士所需

要的基础理论。评价的标准是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

以利于学校择优选拔，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Ⅱ.考查目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试范围包括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

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

现人民解放的历史，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

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怎样选择了改革开

放。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确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

定信念。

通过学习，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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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Ⅲ.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75分，考试时间为 9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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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卷题型结构

A型题 单项选择题第 1‐25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50分

B型题 简答题第 26‐28题，共 25分

四、考查内容

上编综述 风云变幻的八十年目标：

1.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2.西方列强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3.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4.“两个了解和四个选择”。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1.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失败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2.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后外国对中国的军事侵略、经

济掠夺、政治控制和文化奴役；

3.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1.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史实及其失败原因、经验教训；

2.农民阶级、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3.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1.辛亥革命的意义、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

2.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

主共和国，但民主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篡夺；

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多次反袁斗争。

中编综述 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1.两个中国之命运；

2.三座大山的重压；

3.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与世界大势。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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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四运动的必然性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与意义，五四运动与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运动的深刻关系；

3.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兴起及其失败的原因。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1.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武装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历史意义；

2.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

3.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如何建立反动专制统治。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1.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2.认识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与深远历史意义；

3.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及相关重大历史事件；

4.日军惨无人道的野蛮罪行，认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作出的巨大牺

牲与奋斗。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1.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过程及其伟大胜利的历史意义；

3.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走向失败的经过与原因。

下编综述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2.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成就；

3.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进程。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1.建国初期的中国社会性质；

2.民主革命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3.三大改造的特点及其历史经验；

4.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5.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及其成就；

2.十年建设的成就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