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老师：李丽双

欢迎来到    双姐25考研政治全年班



课程安排

   共12节课
   11月23日开课
· 简单易懂 轻松入门
· 把握节奏 稳步前进

   预计65次课
   预计3月1日开课
· 内容全面 夯实基础
· 导图授课 配套习题

   预计35次课
   预计9月10日开课
· 去粗取精 高效学习
· 查漏补缺 习题检验

   预计10次课
   预计11月3日开课
· 链接时政 精准密押
· 大题模板 轻松得分

   预计2次课
   预计12月6日开课
· 反复记忆 力求精准
· 内外时政 两课搞定

   预计5次课
   预计12月10日开课
· 吃透肖四 巧用模板
· 终极押题 高分无忧

整整一年的课程安排，科学设计，层层递进，
一套课程让你一步上岸！



第一节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框架“提前看”

近几年考情、分值占比、大纲变化点……（提前了解）

第二节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考点“提前学”

各个章节重要考点……（重点学习）

第三节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习题“提前练”

配套习题练习……（课后练习）

第一阶段 导学阶段



课表！速存！



前言 考研政治是什么？怎么考？如何学？



一、考研政治是什么

  考研政治，其全名为思想政治理论考试，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硕士研究生

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国招生考试科目，属于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公共课科目。

考研政治的考查范围主要包括：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5.思想道德与法治

6.形势与政策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二、考研政治怎么考

1.从题型来看，包括三种题型：

单选题，共16题，每题1分，共16分;

多选题，共17题，每题2分，共34分;

材料分析题，共5题，每题10分，共50分。

2.从试卷的内容结构来看，各科目分值占比如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约2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约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约2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约15%)

思想道德与法治(约15%)

形势与政策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约13%)



二、考研政治怎么考

关注大纲变化



三、考研政治怎么学

  跟住双姐全年班！ 

  只需听话照做

  养成良好习惯 

  课上认真听讲

  课下及时巩固

      口诀勤背！题目勤练！准时跟课！稳住心态！



第一章 史纲考点梳理



第一章 史纲考点梳理

第一节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史纲框架“提前看”

第二节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史纲考点“提前学”

第三节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史纲习题“提前练”

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一节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史纲框架“提前看”

一、了解目录

第一章：进入近代后中华民族的磨难与抗争

第二章：不同社会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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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新局面

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七章：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第八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第九章：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

第十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重点章节1-7章）



二、近6年史纲选择题考察分值占比

 考察章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

（1-3章）
中国共产党成
立和中国革命

新局面

中国革命的
新道路

中华民族抗
日战争的胜

利

为建立新中国
而奋斗

分值占比 1-4 1-3 2-3 1-3 0-1



三、史纲框架梳理

（1）时间轴

上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1840——1919）

      第1至第3章，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篇：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1919——1949）

      第4至7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下篇：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步入新时代以来（1949-2012）

      第8至10章，联系毛中特知识进行记忆



三、史纲框架梳理

（2）“十二件大事”

1840-1919——

旧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

1840年

鸦片战争

1851年

太平天国运动

1860年

洋务运动

1898年

戊戌维新运动

1911年

辛亥革命

1915年

新文化运动

1919-1949——

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

1919年

五四运动

1921年

建党

1925年

国民大革命

1927年

土地革命

1931年

抗日战争

1945年

解放战争



第二节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史纲考点“提前学”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

第一章 进入近代后中华民族的磨难与抗争

    1.鸦片战争结果。中国战败,1842年8月,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

京条约》。1843年7月和10月,中英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

接着,1844年7月,中美签订《望厦条约》；1844年10月,中法签订《黄埔条约》。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

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

   



第二节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史纲考点“提前学”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

   

    2.近代以来中国签订的部分不平等条约

时间 条约 条约主要内容和后果

1842年 中英《南京条约》 ①割让香港岛,五口通商,开始丧失关税自主权、领土主权、领海主
权;②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标志

1843年 中英《虎门条约》 ①开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先例,中国丧失司法主权;②片
面最惠国待遇;③租赁土地,永久居住,后变为设租界

1858年 《天津条约》 外国公使常驻北京,逐渐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1895年 中日《马关条约》 ①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②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办
厂,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③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④
中国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

1901年 《辛丑条约》 ①赔款最多;②获得在中国领土上驻军的特权;③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



3.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4.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1）旧阶级的变化

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变化：出现了一批因军功而升迁的官僚地主；有些地主从乡村迁往城市成

为城居地主；一部分地主将土地剥夺获得的货币投资于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有的附股外资企业，有

的入股洋务企业，有的直接创办或参股民营企业，转化为资本家。

被统治阶级——农民阶级的变化：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向贫农或雇农转化；有些农民破产或失去

土地后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后备军。

（2）新阶级的产生

工人阶级：它的主要来源是城乡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

资产阶级：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成。



5.近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两大历史任务

（1）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民族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阶级矛盾)。

（2）两大历史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第二章  不同社会力量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太平天国运动 洋务运动 戊戌维新运动



第二章  不同社会力量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1.太平天国运动

（1）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天朝田亩制度》

·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

·它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即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

分为9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

·评价：第一，《天朝田亩制度》的进步性；第二，《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性。



《资政新篇》

·是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

·内容：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在经

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行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

“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所值”，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

馆，破除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平等交往、自

由通商，“与番人并雄”，但严禁鸦片输入。对于外国人，强调“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

·评价：《资政新篇》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付诸实施。

（2）失败的原因与教训

　　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主观原因：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这也是根本原因。

    教训：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2.洋务运动

（1）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2）目标：早期的洋务运动以“自强”为目标，后期的洋务运动以“求富”为目标。

（3）主要活动：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4）失败的原因：

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

其次，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

最后，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其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门式的。

（5）启示：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求强”“求富”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



3.戊戌维新运动

（1）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内容：

　　首先，要不要变法。

　　其次，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最后，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2）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通过论战。

（3）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失败原因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

教训：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而且再次暴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顽固，这也说明在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是根本

行不通的，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1.三民主义的提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

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2.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主要内容：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第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



3.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

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

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

民主主义观念。

第三，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

思想进步的闸门。

第四，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促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

的积极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涨。



4.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

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

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首先，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其次，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最后，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



第三节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史纲习题“提前练”

今日课后作业，答案见讲义！

（1）鸦片战争后，我国近代国情：_________________

（2）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________________

（3）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________________

（4）中国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

（5）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是：_____________

（6）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是：______________

（7）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

（8）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__________；目标是：____________

（9）洋务派兴办的民用企业中，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方式外,多数都采取：___________

（10）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节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史纲习题“提前练”

（11）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_____________

（12）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于：______________

（13）维新派与守旧派论战的内容是：_____________

（14）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的实质是：__________________

（15）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__________________

（16）辛亥革命爆发的标志是：_________________

（17）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___________________革命政权。

（18）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_______________

（19）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______________

（20）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ANKS

下 期 再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