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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 中国史基础 编号 708

一、考试性质

《中国史基础》是中国史一级学科硕士点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考试科目，主

要考察具有学士学位和符合我校研究生招生简章规定条件的相关人员。其考试要

求达到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以上水平，并具备宽广的历史学基

础知识、扎实的历史学基本理论，能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历史学理论、方

法来看待、分析历史现象，解析历史问题。

二、评价目标

中国史基础考试范围为从上古到现代的中国历史，包括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

现代史两大部分部分，时间下限为 1949年。要求考生比较系统地理解和掌握中

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能够运用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发生在该时段内的中国历史现象，解析出现在该时段

内的中国历史问题，同时具有中外历史观照的全球意识，并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

能力。

本考试旨在测试考生对历史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和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

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掌握的程度、运用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基本要求如

下：

1.熟悉：自上古至 1949年间中国历史的基本进程与史实。

2.掌握：有关自上古至 1949年间中国历史分期等重大学术争鸣的基本状况，

以及该时段内中国史相关学术研究的基本动态。

3.理解：自上古至 1949年间中国历史间中国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组织与

体制、经济与社会、思想文化与观念等的发展演变、前因后果及其历史影响，不

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点，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

进程间的关联，中外历史相关事件的联系与互动等。

4.综合分析：综合运用所学历史学基本理论与方法阐释自上古至 1949 年间

中国史相关历史现象与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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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考试时间：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3小时。

2.试卷满分：300分。

3.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4.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题 40分（共 8题，每小题 5分）（10选 8）
中国古代史 4题，中国近现代史 4题

列举题 60（共 6题，每小题 10分）

中国古代史 2题，中国近现代史 4题
简答题 80分（共 4题，每小题 20分）

中国古代史 1题，中国近现代史 3题
史料分析 60分（共 2题，每小题 30分）

中国古代史 1题，中国近现代史 1题
论述题 60分（共 2题，每小题 30分）

中国古代史 1题，中国近现代史 1题
5.试卷内容结构：

中国古代史与通史基础知识 约 40%
中国近现代史 约 60%

四、考试内容

（一）先秦时期

先秦重要的政治制度（包括军事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及其变化，社

会变革、文化变革，诸子百家重要人物及其思想，商周各自的文化特点，春秋战

国时期历史发展大势等。

（二）帝制时代

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演变，重要政治、经济（如土地、赋税等）、军事、文

化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重大改革，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经济中心的转移，阶段性

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点与历史发展新动向、重要历史时段评

价，社会阶级、阶层与组织的发展，民族融合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学术思

想与文化的阶段性发展，对外交流的重大事件、重要外贸体制，以及重要的学术

研究动态等。

（三）近现代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主线、主要矛盾、社会性质及特点，重要历史事件、

重大战争、边疆危机、重要和约及条约体系的形成，改良与革命，政治制度、政

治势力的变动，重要文化运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与社会变迁，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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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结构的演变，重要历史人物的事功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税制、

币制变革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近现代社会风俗的变化，辛亥革命、中国抗战，国

民党失败的原因及历史影响，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

的成长壮大、政党与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英关系、中日

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与转型，日本侵华原因及历史，

抗日战争历程、地位、影响，以及重要的学术研究动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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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2012年版。

2.《中国近代史》（第二版）（上、下）（马工程教材），《中国近代史》编写组，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