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高等教育课程考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考试 

A 卷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1-10、BCDAD CAABB      11-20、 CDABB ADCBC      21-25 、CABDC 

 

26、(1)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发展军事

工业，同时也发展若干民用企业，使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 

(2)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洋务派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

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 

(3)传播了新知识，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4)引起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的"重农抑商"、"重义轻利"观念都

受到很大冲击，商人、商业在社会中的地位明显提高， "西学"成为中国求强求

富的学问。这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社会风气的转变。 

 

27、 （1）. 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了李大钊以外，

就是陈独秀。 

（2）.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邓中夏、周恩来、、蔡和森、瞿

秋白等。 

（3）. 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

林伯渠、吴玉章。 

 

28、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国

的左倾,是受到苏联的影响。 

另一方面就是谁也没走过共产主义,所以只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多看看稍

微的马列理论,过分的相信这些理论成果,导致了决策者作出与当时社会实际不

符的理论,致使左倾产生。 

其实说句大白话,出现左倾 就是因为当时党内也不知道前途是是什么,对未来的

茫然,必然导致他们只能盲从的相信马列经典著作,导致了与实际的不符,产生了

左倾. 

 

29、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

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

族工商业。 

 

30、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

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是：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使中国

的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31、答：意义：论战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1907 年《新民丛报》不得

不宣告停刊，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告终。经过这场大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

和改良派的界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革命派批判了封

建文化思想，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

的传播，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 

 

32、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

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作出了中国不会灭亡，也

不能速胜，只要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正确结论。 

显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述的不是一般的军事问题，而是从全局上驾驭抗

日战争发展趋势，融军事和政治于一体的，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战略。 

    分析中日战争矛盾的总体及其各方面的特殊性：持久战，即通过持久抗战最

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抗日战争的一般规律，也是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毛泽东明确指出："中日战

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 

    分析中日战争矛盾着的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在具体分析中日战争矛盾着的诸

因素的相互关系时，毛泽东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不是从敌

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而是孤立地抓住敌我因素的个别部分，使部分离

开全体，并以部分代替全体。 

    分析中日战争在时间上的发展：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

是抗日战争的一般进程。要了解抗日战争的具体进程，必须对持久战的过程及其

阶段进行具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

"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毛泽东指出：

"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 

    分析中日战争在空间上的表现：战争形态，或称战争态势，是战争中敌我所

处的位置关系。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是中日战争诸多矛盾在地域上表现的特点。 

 

33、基本原则和方针： 

(1)在中国的条件下，可以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后，及时将"组织起来"作为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 

(2)充分利用和发挥土改后农民的两种生产积极性，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低到高的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实行积极发

展、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方针。 

(3)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要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

方法，发展一批，巩固一批。 

(4)要始终把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社是否办好的标准。 

(5)要把社会改造同技术改造相结合,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国家应努力用先进

的技术和装备发展农业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