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二历史必修三知识重点总结人
教版(汇总8篇)

学期总结是一个督促自己不断提高的机会，可以帮助我们持
续进步。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学期总结范文，供大
家参考。这些范文涵盖了不同学科和个人经历，希望能够给
大家提供一些启示和灵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相信会对
你的学期总结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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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苏联社会主义的诞
生和成长，打破了数百年来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资本
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如对苏联、中国无一例外地采取
武装干涉、经济封锁、政治渗透等手段试图扼杀之，但事实
证明它们失败了，从此世界出现两种制度共处的局面。尤其
是二战还提供了反对法西斯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
苏联结盟的新经验。二战结束后两大社会制度冷战、缓和、
激烈竞争、和平共处，贯穿于当代世界的全过程。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包括一战后战败国与战胜
国的矛盾、30年代的法西斯国家与反法西斯国家的矛盾、二
战后超级大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间的矛盾。其集中表现形式为
先是从列强争霸到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从法西斯主
义与反法西斯主义间的矛盾到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的矛盾，
美国与欧洲联盟、日本间的矛盾以及欧洲联盟内大国的争斗。

(3)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与帝国主义、殖民
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它经历了20世纪上半
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反对宗主国的殖民剥削和政
治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以及二战后一大批新
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争取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斗争。在
当代世界，新兴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已由对抗



关系发展到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与协调的关系。

(4)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主要表现为苏联实行社会扩张
政策和大国主义、老子党立场，在社会主义国家与兄弟党之
间，出现了苏联的控制与中国、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反控制、
反霸权主义和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斗争，并一度
出现像1968年的苏联武装侵略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苏中边
界冲突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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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家争鸣”的含义：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
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汉书·艺文志》上主
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
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

所谓“争鸣”，是指当时代表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
或思想家，都希望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
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于是，他们著书立说，
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争相发表自己的见解。

2、“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

政治：社会大变革(宗法分封制和礼乐制崩溃、周天子权威丧
失)和争霸战争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在阶级关系
上，“士”阶层的活跃和受重用。

经济：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旺，封
建经济迅速发展，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



文化：专业文化阶层的形成、私学的兴起、相对宽松的学术
环境、广泛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必要的文
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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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错点

1、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他对西方
的了解并不深入，只是开研究、学习西方之先河。

2、坚持“中体西用”的不只是地主阶级洋务派，还有早期的
资产阶级维新派。

3、康有为借用孔子的权威来宣传变法，新文化运动则喊
出“打倒孔家店”，但二者的本质都是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
文化。

易混点

1、近代史上几次不同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
批判和反对当时在社会上仍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文化，如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则是用马克思主义从
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问题，并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
具体实际相结合，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解放”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马
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地主阶级抵抗派与洋务派的比较

抵抗派以林则徐为代表，洋务派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
为代表，两派虽都属地主阶级的派别，但两者目的的侧重点
不同。抵抗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抵抗外来侵略;而
洋务派则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即维护清朝统治，镇压
人民反抗斗争，也含有抵御外侮的意图。

3、维新派与洋务派虽然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主张明显不同。
洋务派维护封建制度和思想文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实行君主立宪制，改
革教育制度，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他们的根本分歧在
于“向西方学什么”。两派主张不同的根源在于所代表的阶
级利益不同。

4、维新派(改良派)、革命派都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但
具体的主张并不同，维新派(改良派)都要求保留清王朝，实
行君主立宪制，而革命派则要求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
的民主共和制度;维新派(改良派)反对用革命的手段和方式，
革命派坚持用武装起义的手段。

5、对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学习，就抓住三大特征、四个
阶段

深化的历程;三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被动
接受(如新思想的萌发、洋务运动)到主动选择(例如辛亥革
命)的过程，最终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
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四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地主阶级学“器物”;从
戊戌变法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学“制度”;1915年至1919年，
资产阶级学“思想文化”;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
产党从“走俄国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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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根本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时代。经济：井
田制崩溃，封建经济正在形成。政治：分封制瓦解，新兴封
建阶级正在形成。文化：礼贤下士，私学兴起，学术下移。
直接原因：不同阶级代表著书立说，形成“争鸣”局面。

二、概况

1.孔子。政治思想，核心“仁”和“礼”。“仁”反对苛政;
调整好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遵循“忠恕”之道。“礼”
符合西周名分等级制度。“为政以德”。哲学思想,“敬鬼神
而远之”。教育思想,办私学,“有教无类”;“因材施
教”;“知之为知之”、“当仁不让于师”;“温故知
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文化典籍,整理
《诗》、《书》、《礼》、《易》、《乐》、《春秋》等。
评价,“仁者爱人”具有积极性，“克己复礼”具有保守性。
为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奠定了基础，在世界文
化也具有重要影响。

2.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被尊为“亚圣”。“仁政”学说
和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性本
善”说。倡导“养浩然之气”，强调先义后利，舍生取义。
评价,“仁政”、“民本”思想对约束、缓和阶级矛盾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并不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是封建统治
的一种策略。“重义”对今天的精神文明仍然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3.荀子.战国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天行有常”“制天命而
用之”(唯物论);“性恶论”(但教育可使人由恶变善，认为
环境和教育对人的成长非常重要。)治国以礼教为主，礼法并
施;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亦覆舟”的



观点。杂取百家，但思想主体继承了儒家学说。评价,基本继
承了儒家思想，但很长时间不为正统儒家重视。作为战国百
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对中国哲学影响深远。

4.儒家结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国都致力于富国
强兵，争取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统一;儒家学说倡导“仁”“仁
政”，不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故不受重视。

5.老子.(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道”是天地万物的本
源，否定“天命论”;朴素辩证法思想(矛盾对立面及转
化)。“无为而治”、“小国寡民”。评价,中国第一个探讨
宇宙本源的哲学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对中国文化，包括哲
学、学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道德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6.庄子.(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齐物”(任何事物在
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消遥”(对事物变化要采取旁观、超然
的态度)。天与人“不相胜”，人必须顺从自然.

7.墨子.(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兼爱”、“非攻”、“尚
贤”、“节俭”.评价：代表了下层劳动群众特别是手工业者
的利益，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战国以后不再受重视。结
论：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生产方式的确立，出现
大量小生产者，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他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环
境来发展生产，故墨家学说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

8.韩非.(代表新兴地主的利益),主张法、术、势结合，建立
君主中央集权;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主张变法革新。评价：韩
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法家思想适应战国后期建立统一的中央
集权政治体制的需要，为新兴地主阶级所接受。

三、意义

1.儒家学说：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



2.道家学说：构成了2000多年传统思想的哲学思想.

3.法家学说：其变革思想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改革
图治的理论武器。

4.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源头，是中国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