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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头一个相差近百年的对视》，引自黄牧航教授微信朋友圈，201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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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 



初碰撞 

（19世纪40年代~50年代） 

鸦片战争 开眼看世界 





 材料一  外国人等不准私带外国妇女进入广州，胆敢故犯，

立即停止通商，并将此等妇女强制送还澳门。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八三四——一八六0年冲突时期》 

 材料二  建立在华夏文化优越基础上的“华夷”观念，倡夷

夏之辨，明人禽之辨，以是否尊奉华夏礼乐教化、仁义道德

来辨别华夷„„“华夷之辨”、“人禽之辨”的观念在华夏

对峙之时，更是甚嚣尘上，往往成为攘夷和排外的政治口号。 

——杨俊杰：《浅析鸦片战争后广州绅民的反英入城斗争》 

问题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作为通商口岸的

广州为何拒绝英国人入城居住？ 



贵华夏，贱夷狄的观念 



 材料三  那一群到上海来的白种人„…无论跑到那里去，

就有一大群的好奇的中国人跟到那里。他们在窗畔门户中

望着白种人；有几个小孩，看见白种人走进就会哭起来，

因为他们听人说过，白人是不怀好意法术高强的恶魔。 

问题2：根据材料，指出中国人对待英国女性心态的变化？ 



 材料四  在中国的土地上，白种的妇女可以陪着他们一起走

路，他们看着这些简直有点难以置信。现在，那位可敬的美

国牧师罗锐益和那位英国人劳斯赫脱医生，在一个安息日的

阳光满天的早晨，可以安详地走向英国领事馆去做礼拜了；

而劳斯赫脱医生的太太和女儿可以坐着轿子走在他们的前头。 

 材料五  外人购得田地80亩，建造公园，位于今南京路以北，

河南路以西。最初的赛马，便在这里举行。每逢春秋赛马之

期，西洋士女，如云而集。 

         ——郭卫东：《鸦片战争前后外国妇女进入中国通商口岸问题》 

从“好奇”“害怕”到开始习以为常 



（1）《华事夷言》 

（2）《澳门新闻报纸》 

（3）《澳门月报》 

（4）《四洲志》（魏源修订） 

（5）《国际法》 

相关书籍 



   徐继畲：《瀛寰志略》    姚莹：《康輶纪行》 

个体→群体 启迪→潮流 



 1821～1850年，清代史籍著述出现重大变化：由

校勘古籍转向研究本朝掌故，寻求经世之道；随

着边患加剧，着意边疆地理研究；伴随西方殖民

者东来，重视研究外国史地，译介西方书刊。 

 这主要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关注点有何变化？ 

关注社会现实及世界形势 

材料引自2017年天津高考历史卷第4题 



鸦片战争后，一部分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

世界，探索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新思想

萌发，从盲目自大到开始向西方学习。 

 



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国家层面 



 强调历史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或主要原因是我们历史教学

的一大传统，但我们却很少能够深入思考——我们是如何

判断一个原因是否重要或主要的？事实上，我们对这个问

题的认识通常是基于感觉，而不是基于实证。问题就在

于——无论是分析主要原因或重要原因，它都是一种价值

判断，而并非事实判断„„ 

 当一个人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思路：第一是

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来强调；第二是依据某种理论或学

说来强调。 

黄牧航：《原因有主次轻重之分吗?》，《中学历史教学》2017年第2期卷首语 



再碰撞 

（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第二次鸦片战争 

洋务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 



 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

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

的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页 

 



洋务事迹 



 材料六  近代中国的“顽固派”从来不从技术层面论证、

反对“新事物”，而是将是否应当兴办电报、兴修铁路这

种技术问题提升到“道德”、意识形态层面„„这种凡事

都先要问“姓什么”，究竟是维护了传统文化还是耽误了

传统文化？对统治者有利还是有害？是“爱国”还是“误

国”?是促进社会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发展？ 

                 ——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问题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洋务派主张

的“中体西用”思想。 

中体中用 



 材料七  1876年，李鸿章在会见日驻清特命全权公使

森有礼时的谈话可见对变革的巨大偏见。李鸿章说：

“阁下赞赏模仿欧风，废弃旧来服制，犹如将自国的

独立委身于欧洲的制度，岂不是遭人唾弃，羞耻之

事?”“我国决然不会进行如此变革，只是不得不在武

器、铁道、电信等机械方面，积极吸收西洋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正是那些国家最优秀之处。” 

——王元新、孙军：《揭秘：李鸿章晚年因何感慨“都是纸糊的老虎”》 

中体西用 



 1840年以来中国人向西方的学习，大致经历了一个始而言技、

继而言政、进而言教的过程，从物质层面的近代化，到制度

层面的近代化，再到心理层面的近代化。 

 “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改造传统文化不可缺少

的阶段性的文化对策，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尤其是它所引发

的近代经济变革，客观上使学习西方、改造传统文化进入了

变革封建政治制度的历史阶段，为近代文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页 



or 

开眼看世界 

洋务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 



 根据学材P4【概念解析】中“社会转型”

的含义，运用史实分析鸦片战争后中国

在“碰撞”中是否实现了社会转型？ 



•大多数历史教师都能够接受历史认识具有双重性（主观

性和客观性）这个命题„„其实，任何历史问题都会有

一大堆的解释，中学教科书所呈现的，无非是我们认为

是最合理的一种解释。 

•历史思维教学，需要让学生明白两个道理：第一，历史

解释是多样的，任何历史问题都会有多种解释；第二，

历史解释是有优劣之分的，我们要努力掌握好当前最佳

的一种解释。 

黄牧航：《历史解释有优劣之分吗？》，《中学历史教学》2018年第6期卷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