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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第一节  英国贩毒与林则徐禁烟  

    第二节  战争的曲折进程 

    第三节  屈辱的《南京条约》 

    第四节  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农民起义的酝酿  

第二章  太平天国——近代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潮  

    第一节  金田起义 洪秀全建都南京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政治社会主张  

    第三节  英法联军侵略中国  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  

    第四节  俄国趁火打劫  中国开始损失大片土地 

    第五节  曾国藩和湘军集团的崛起 太平天国后期的苦撑苦斗  

    第六节  中外会剿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失败 

第三章  相对平静的三十年  

    第一节 全国农民起义火焰逐渐熄灭  

    第二节 鸦片战后中国社会变化的思想总结——早期改良主义的主张  

    第三节 洋务自强运动——统治阶级的自救措施 

    第四节 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的结局  

    第五节 教案迭出——大规模群众反洋教斗争 

第四章  甲午战争  帝国主义掀起侵略中国的高潮  

    第一节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发展和扩张意识的增长 

    第二节 甲午战争的爆发 李鸿章战争指导的错误 

    第三节 马关签约 台湾割让及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武装斗争 

    第四节 三国干涉还辽及甲午战争前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角逐 

    第五节 瓜分中国：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强租租借地 

    第六节 对华资本输出：铁路、矿山和政治贷款 



第五章  中国社会各阶级对国家命运的回答(上)   

    第一节  甲午战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节  兴中会成立  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早期革命活动 

    第三节  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康、梁发起维新运动 

    第四节  戊戌变法  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 

第六章  中国社会各阶级对国家命运的回答(下)  

    第一节   义和团——中国农民朴素的反帝爱国斗争 

    第二节   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的坚决抵抗 

    第三节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清廷的可耻对策 

    第四节  《辛丑条约》签订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确立 

第七章  辛亥革命的酝酿 

    第一节  清廷的“新政”  

    第二节  日俄战争和日俄在东北划分势力范围  

    第三节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革命派和保皇派关于中国前途的论战  

    第四节  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  

    第五节  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与清廷预备立宪  

    第六节  革命派组织的反清武装起义 

第八章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第一节   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第二节   黄花岗起义  

    第三节   保路运动 四川保路同志军的发动  

    第四节   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  

    第五节   各省独立与南京之役  

    第六节   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与临时政府的措置  

    第七节   宣统皇帝退位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第九章  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黑暗与光明（上）  

    第一节  袁世凯力行独裁  孙中山再次发动革命 

    第二节  洪宪帝制及其破产 

    第三节  张勋复辟与南方护法运动  

    第四节  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  

第十章  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黑暗与光明（下）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成立  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第三节  北洋军阀的统治与军阀割据战争  

    第四节  国共合作形成  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十一章  国民革命运动的展开与国共合作的破裂 

    第一节  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  孙中山最后的奋斗  

    第二节  国民革命高潮兴起 

    第三节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  

    第四节  国共合作破裂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第十二章  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  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 



    第一节  宁汉合流与东北易帜  

    第二节  国民党军阀大混战  

    第三节  苏维埃革命政府的建立  

    第四节  “围剿”与反“围剿”   两个“政权”的较量  

第十三章  民族危机加深  国内阶级关系的调整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不抵抗政策”  

    第二节 日本扩大对华侵略  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  

    第三节  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  

    第四节  西安事变  中国历史发展的新契机  

  

第十四章 日本全面侵略中国 抗日战争爆发  

    第一节 卢沟桥事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第二节 八一三上海抗战 国共合作全国抗战局面形成 

    第三节  全国抗战防御体系的建立  国共两党对于抗战战略的不同主张  

    第四节  八路军出师与山西抗战  

    第五节  淞沪会战与上海、南京的陷落   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暴行  

    第六节 台儿庄大捷 武汉、广州沦陷  

    第七节  抗战初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 

第十五章 抗战转入相持阶段 两个战场形成  

    第一节 日本侵华政策变化 南京汪伪政权的建立  

    第二节 国共两党的不同战略指导  

    第三节 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  

    第四节 抗战大局下国共两党联合中的斗争与皖南事变  

    第五节 珍珠港事件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第六节 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第七节 国内政治的新变化 民主党派的出现 

第十六章 抗战胜利与中国的前途  

    第一节 正面战场的溃败与敌后战场的攻势作战 

    第二节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与建设  

    第三节   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专制 大后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态度转变 

    第四节 国共谈判与联合政府问题  

    第五节 中国军民的反攻  

    第六节   国共两党对中国前途的不同设计  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报告 

    第七节 日本无条件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第十七章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第一节  从重庆谈判到政协会议 

    第二节  国民党挑起战争  全面内战的爆发 

    第三节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失败  

    第四节  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危机  解放区的巩固与兴旺  
    第五节  从挺进中原到战略决战  

    第六节  北平和平谈判破裂   百万雄师渡过大江 
    第七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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