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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现行普通高中课程标准

历史实验教材在原叙述框架和基本内容

延续不变的情况下，对部分重要历史事件、历

史人物、历史现象的评述进行了增、删、调、

换。2019 年秋季在部分省区率先使用的《中

外历史纲要》教材与原课标实验教材相比，在

叙事框架和学习内容等方面变动较大。这些变

化贯彻了近期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融入

了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因此，笔者选取新教

材中对备考有重要影响的新变动、新表述、新

观点做系统述评，方便师生及时更新历史认

知，提高应试能力。

一、人教版高中历史新印教材中变动的重

要内容

此处人教版新教材指 2018 年 6 月印刷的

必修第一册、2018年11月印刷的必修第二册、

2019 年 7 月印刷的必修第三册。

1. 清朝疆域

新教材在“专制时代晚期的政治形态”一

课里“清朝的边疆政策”一目中，增加了对清

朝疆域的系统表述。（必修第一册第 20 页）

该表述引导学生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版

图、历史和国情的认同。考前应系统梳理南海

诸岛、台湾、钓鱼岛等边疆地区开发和管辖的

历史，并在爱国主义立场指引下理解和掌握国

家的边疆政策。参考考查台湾历史的 2017 年

全国Ⅲ卷文综第 40 题。

2. 辛亥革命和三民主义

（1）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新教材增加了

如下表述：“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

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

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

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传播

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

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

会变革。”（必修第一册第 53 页）

上述评价全面、客观、高瞻。考生应在答

题时学会应用上述语言，并注意辛亥革命与新

民主主义革命意义的比较和区分。

（2）对三民主义位置进行调换和精简：

原必修三专题四第一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整

节课删除，把三民主义放在维新思想之后和新

文化运动之前的“走向共和”一目中作简短介

绍。（必修第三册第 51 页）

此变动符合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正确时

序。考生应把辛亥革命和三民主义放在中国近

代政治和思想变革的发展脉络中整体把握。

3. 抗日战争

（1）抗战时间由“8 年”变更为“14

年”。（必修第一册第 58 页等）

考生应以 14 年为时间段全面梳理抗战经

过，尤其不能忽视 1931—1937 年局部抗战的

发展脉络。

（2）关于中共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新

增表述：“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实行了

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全民

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必修第一册第

41 页）

考前应全面梳理中共抗战的贡献史实，以

此论证中共在抗战中的主导地位。

（3）关于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新增表

述“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凝聚形成的不畏强

暴、英勇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成为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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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动力”。和“中国战

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必

修第一册第 41 页）

考生应关注抗战精神与民族复兴的“中国

梦”的联系，运用上述观点解答中国抗战的国

际影响和地位及相似问题。参考 2019 年全国

Ⅱ卷文综第 46 题。

示例：（2018 年全国Ⅱ卷文综 30 题）美

国记者曾生动地记述抗日根据地：“如果你遇

见这样的农民—他的整个一生都被人欺凌、

被人鞭笞、被人辱骂……你真正把他作为一个

人来对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投票选举地方

政府……让他自己决定是否减租减息。如果你

做到了这一切，那么，这个农民就会变成一个

具有奋斗目标的人。”这一记述表明，抗日根

据地

A．农民的抗日热情得到激发

B．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

C．国民革命的任务得以实现

D．排除了国民党的影响 

答案：A

此题题干史料有力证明了中共及其领导的

抗日根据地促进农民解放、社会变革的巨大作

用。

4. 基层民主建设

新教材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专题中新

增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民主制度发展的表述：“党

和国家通过积极发展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

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

度等各种形式的基层民主，不断提高人民有序

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

主的政治地位，扎实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民主政治建设。”（必修第一册 73—74 页）

建议考前整理古往今来基层社会治理的基

本史实，汲取相应历史经验和智慧。如北魏孝

文帝改革中的“三长制”，还可参考 2018 年

全国Ⅰ卷文综第 41 题。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对邓小平理论的意义新增：“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拓和奠基之作”； 对“三

个代表”意义新增：“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

设党的认识，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

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理论武器，是

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增

加了科学发展观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论述。（必修第三册

第 70—74 页）

上述改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

形成了完整的发展体系。考前应注意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联系比较，并完

整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6. 高校扩招和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一课中，教材

新增高校扩招及其成就。新增 2018 年 9 月习

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在党

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等），指出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成为新世纪

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方针。（必修

第三册第 86—87 页）

考前应把上述内容整合到建国以来教育方

针的发展脉络中，并能够联系时代环境解释各

时期政策的变化。参考 2017 年全国Ⅱ卷文综

第 31 题。

7. 当前世界格局和中国地位

（1）对目前世界格局的论述，删去了“暂

时形成‘一超多强’”“世界政治格局正朝着

多极化趋势曲折发展”等表述，更换为“目前，全

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

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

加平衡，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必修第一

册第 167 页）

（2）对中国在当前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教

材新增“中国倡导实现全方位互联互通理念，为

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再注入中国力量

等”（必修第一册第 167 页）；针对经济全球

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新增“各国人民同心协

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能达到世界各

国的繁荣和稳定。（必修第二册第 161 页）

Wher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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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解答有关国际、中外问题时，能够适

时恰当地运用“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多极化

深入发展”“互联互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等新概念。参考 2018 年全国Ⅱ卷文综考

查大豆种植和传播的第 41 题。

二、《中外历史纲要》教材中一些重要的

新观点、新内容

此处引用的《中外历史纲要（上册）》是

2019 年 8 月第一版，《中外历史纲要（下册）》

是 2019 年 12 月第一版。

1. 对中国古代一些重要思想观点的新评价

（1）对老子“道为万物本原”的观点评

价，以前普遍认为“是一种唯心论思想”，但

新教材认为：“他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这是中国古

代朴素的唯物史观。” 

（2）战国时期的阴阳家，以前教材没有

专门讲述，新教材指出：“以邹衍为代表的阴

阳家认为五行间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提出了

‘相生相胜’的理论，这代表了中国古代对自

然界朴素的科学认识。”

（3）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观点，过

去教材一般认为是“用封建纲常伦理道德改造

人性”“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但新教材认

为是“通过道德修养克服过度的欲望，最终

实现对天理的充分体验，从而达到‘圣人’

的境界。”肯定了其“克服过度欲望”的积

极面。

（4）肯定陆王心学的积极意义。过去教

材认为陆王心学属于主观唯心思想，对其正面

评价不高，但新教材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陆

王心学强调主观能动性，激励人们奋发励志；而

以自己的内心为准则，又隐含一定的平等和叛

逆色彩。” （《中外历史纲要（上册）》第

12、66、85 页）

总之，新教材对老子、理学和心学观点的

评述更全面、客观，充分肯定传统思想的积极

价值和意义；对老子的“道”和阴阳家阴阳五

行理论的评价贯彻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

中的新论断。

2. 对宋代社会变革的阐述

宋代社会变革是近年高考的热点，但现行

课标实验教材没有对其进行专门论述。新教材

却全面系统地阐述如下。

（1）门第观念瓦解。由于宋代科举制原

则上向全社会开放，更加强调公平竞争，导致

大批平民家庭的士人进入政坛且不少人身居高

位，人们的婚姻也以当下政治经济地位为重，而

不再关心祖先名望，即“取士不问家世，婚姻

不问阀阅”。参考 2018 年全国Ⅲ卷文综第 25

题考查宋代宰相的出身情况。

（2）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宋代之前家

内服役大都由世袭奴婢承担，宋代更多来自

雇佣。无地农民通常与地主签订契约，租种

土地，较少受到契约以外的人身束缚。参考

2016年全国Ⅱ卷文综第26题考查宋代“客户”。

（3）社会阶层流动性增强。宋代政府放

宽了土地买卖、迁移住所、更换职业等社会控

制，“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成为普遍现

象。（《中外历史纲要（上册）》63—64 页）

宋代社会变革是近年高考的热点和重

点，考前应联系所学的宋代土地制度（如“不

抑兼并”政策）、政治制度（如扩大科举）、

工商业变化（如坊市制度瓦解）等知识，融合

上述观点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

此外，对比以往教材，《中外历史纲要》

还有如下新观点、新内容：商鞅变法“废井

田、开阡陌”是“授田于百姓”；北宋科举考

试南北分卷制度诞生和元朝为南粮北运重修大

运河；16 世纪后期起逐渐形成日本、美洲白银

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贸易网络”；16—17

世纪欧洲出现“科学革命”，促进了思想解

放、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和科学世界观的形成

等。这些都需要师生考前引起重视。

对于上述新教材中的新变化尤其是新知

识、新观念，考前一定要深入领会和理解，并

使之融入已学的知识储备，再结合高考真题等

及时训练掌握，定能显著提升备考实效！

（审稿：杜文星）

（本文责编：牟锋）

困难是人生的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