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历史必修一知识点总结超全 文
综高中历史必修二关键知识点(通用10

篇)
教师总结是教师在一定时间内对自己的教学工作进行总结和
概括的一种书面材料。以下是教师总结的一些典型案例，希
望能够对大家写作总结有所启发和帮助。

高中历史必修一知识点总结超全篇一

一、《新青年》的诞生

1、诞生的背景：

(1)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民主、自由、平等、博爱
等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

(2)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冲破封
建思想牢笼，实行民主制度。

(3)窃取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股尊孔复
古的逆流。

(4)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奋起反击，力图“根本之
救亡”。

2、过程：

(1)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
青年》一文，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文化，揭开了新文
化运动的序幕。

(2)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锐意改革，实



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
的发展。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的
学者纷纷到北大任教，北大学术思想空前繁荣。

(3)《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成为
《新青年》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这样，《新青年》成为新
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活动基地。

二、新文化运动

1、主要内容：

(1)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民主”，是
指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科学”，是指科学精神和近代自
然科学法则。

(2)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有人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

(3)它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1917 年，胡适在《新青年》
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写文章“须言之有
物”，“不作无病之呻吟”;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陈独
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主张推倒陈腐、雕琢、晦涩的旧文
学，建设新鲜、平易、通俗的新文学。文学革命由此开始。
鲁迅写出《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小说，深刻揭露封建礼教
“吃人”的本质，成为新文学的典范。

2、影响和评价：新文化运动猛烈地冲击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
位，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中
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也为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运动中出现一概
否定的偏激思绪。

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1、1918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
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率先举起社会主义旗帜。

2、五四运动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的《我
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3、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出现，建立了一些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

4、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
产党诞生。

高中历史必修一知识点总结超全篇二

1.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并加深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

如果我们把世界历史比喻成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那么世界
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各国家的历史就是汇入长河中的涓涓溪
流。世界历史并不是各国分散而孤立历史的简单罗列，而是
相互联系、浑然一体的历史集结。在世界范围内，任何国家
和民族都不可能与外界隔绝，而且人类文明越发达，国际交
往就越密切。中国自古以来就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许多挥之不去的情结，比如汉代有张骞出
使西域和甘英出使大秦，唐朝有玄奘天竺求取真经和鉴真六
次东渡日本，明朝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等;而近现代的中国更是
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因此，同学们学习世界历
史，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而且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祖国
历史文化的理解，从而使我们更深刻感受到东西方文明是在
不断交流碰撞中才得以形成今天如此的辉煌和繁荣。

2.有助于我们吸纳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进而增长我们
的才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古至今，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求索



中尽显无穷的智慧，创造出许多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物质和精
神财富。这些无价之宝不仅属于其所在的民族和国家，更是
全人类共有的宝贵遗产。同学们如果能从中吸纳精华，为己
所用，一定会增长我们的才智。比如日本在古代向中国学习，
近代向西方学习。我国唐朝采取开放国策，而清朝却闭关自
守。我们从日中两国发展的运势中可以得出如下历史结论：
改革开放则国运昌盛，闭关自守则国运衰败。一个国家要想
谋求发展和强盛，不能妄自尊大，故步自封，应善于学习和
借鉴他国的文明成果为己所用。这些启迪是我们通过世界历
史的学习就能汲取的历史智慧。

3.有助于我们感同身受无数爱国优良传统，进一步提升我们
的修养品行

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无数名垂千古的爱国志士仿若片片浪花，
使历史长河波澜壮阔、流光溢彩。如19世纪法国科学家也是
微生物之父巴斯德就曾写下如此豪迈的爱国感言：科学虽没
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他自己的祖国，其爱国之情不知感召
了多少世人!我国许多科学家在满目疮痍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能
够毅然回到祖国，报效国家，足见爱国精神的巨大魅力!如果
我们在学习中深切体会他们高尚的爱国情怀，自然会提升我
们的修养品行，并使我们受益终生。

高中历史必修一知识点总结超全篇三

1.中国历史朝代歌谣

唐尧虞舜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

秦汉三国晋统一，南朝北朝是对头。

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休。

2.西周分封制形成的等级秩序：国王—诸侯—卿、大夫—士



记忆：王侯..的亲.(卿)善大.(大夫)使.(士)。

3.周代宗法分封制的核心：嫡长子继承制。

理解记忆：继承的两大条件——嫡.(正妻)的长.子.(大儿子)。

4.专制中央集权是历史的选择

结论：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管理最放心。

5.古代加强专制皇权的措施

(1)唐朝三省六部制;

机构职能：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
审议机构。

运转机制：中.书-门下.-尚.书;

趣味记忆：中侧.(决策)门神.(审议)真.(执行)时尚.，位置
颠倒放一放。

趣味记忆：将“上中下”改为“中.(中书)下.(门下)上.(尚
书)”。

(2)宋代二府三司：二府三司财，相权一分三。

理解记忆：二府指中书省与枢密院，三司管理财政。

相权一分为三：宋以中书主政，枢密掌军，三司理财。

(3)明代：明太祖废丞相制度;成祖确立内阁制度;宣宗内阁获
票拟权。

记忆：汰.(太祖裁汰)丞相，成.(成祖成立)内阁，宣.(宣宗



宣布)票拟。

(4)清代：康熙设南书房，雍正立军机处。

趣味记忆：康熙嗜书(南书房)如命，雍正拥.军(军机处)爱民。

6.西汉加强集权措施：景帝“削藩“，武帝”推恩令“。

谐音记忆：“警力”(景帝)削藩，“武力”(武帝) 推恩。

第二单元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1.记忆雅典民主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地理环境：山多地少港湾多

农业落后，商贸发达——容易产生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

城邦林立，小国寡民——难以形成统一的君主专制，有利直
接民主。

2.雅典民主政治

(1)三大民主政治家：梭伦、克利斯提尼、伯利克里

记忆：索.(梭伦)尼.(克利斯提尼)博客..(伯利克利)

(2)克利斯提尼时期：陶片放逐法

记忆：克利斯提尼时期，“尼”谐音“泥”

联想：用泥巴制做陶片、陶器。

(3)伯利克利时期：为参政公民发放工资和观剧津贴



记忆：伯利克利改革，标志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到“黄金时
代”

联想：辉煌时期，公民生活福利待遇好，有大量工资津贴发
放。

(4)民主政治三大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

记忆： 500(五百人议事会)公民(公民大会)陪审(陪审法庭)

3.古罗马的罗马法

(1)口诀记忆罗马法的概况

前后6世罗马法，(罗马法指公元前6至公元后6世纪古罗马法
律的总称。)习惯成文到万民。(经历了由习惯法到成文法、
公民法到万民法的发展过程)

共和时期法铜表，(共和国时期《十二铜表法》标志着罗马成
文法的诞生)帝国阶段体完备。(东罗马帝国《民法大全》标
志着罗马法体系最终完成)

维系统治霸三洲，(维护罗马帝国的统治，最大帝国地跨亚欧
非三大洲)泽被后世千秋传。(世界最完备的古代法律，影响
广泛而深远)

(2)比较记忆古代雅典民主与罗马法律

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主体：公民

——古罗马法律主体：自由民;

古代雅典民主：废除债务奴隶

——古罗马法律核心：保护私有财产(包括债务奴隶制)。



第三单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

1、谐音记忆重要时间

(1)1689年颁布《权利法案》，标志着君主立宪制确立。

记忆：一路把酒....(1689年)欢歌，共庆君主立宪制度确立

(2)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可以参与议会选举

记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摇者一把扇儿....(1832年)去参加
议会大选。

2、百年时差记大事

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

1789年法国大革命(两年前1787年美国宪法)

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

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政体演变

记忆：“君宪共和帝，两轮周期立。”

说明：“君宪共和帝”指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
帝制。

“两轮周期立。”指往复两循环，最终确立法兰西第三共和
国。

4、联系记忆

(1)比较记忆美国与法国的国庆日、



美国国庆日：1776年7月4日——法国国庆日：1789年7月14日

(2)区别“邦联”与“联邦”

记忆：“邦联”以邦为主，较松散;“联邦”以联为大，加强
了中央集权。

(3)类比记忆美国内战时间

5、德国统一

统一时间：1871年“一霸”统一，引起“起义”(1871年巴黎
公社起义)战争对手：没.(丹麦)地.(奥地利)方.(法国)生存，
发动三次王朝战争。

代议制最大特点：专制主义;最大特色：军国主义。

高中历史必修一知识点总结超全篇四

一、伟大的转折

1、背景：

(1)“---”结束后，中国将向何处发展，引人关注。

(2)1978年底，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家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
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2、转折：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从此揭开序幕，中国人民开
始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形成

(1)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
本路线。

(3)1992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4)党的十四大，会议提出必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武装全党，明确改革的下一步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

(5)意义：除了对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主义的论述外，还
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阐述了和平与发展
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引导中国
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

三、重要思想

1、背景：

(1)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2)中国共产党面临怎样完善自身、与时俱进的新问题。

2、内容：

(1)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2)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3)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意义：

涵盖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完整
的科学的思想体系，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
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19课 建国以来的重大科技成就

一、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

1、时代背景：

(1)国际背景：美国敌视中国，中苏关系恶化，美苏争霸，世
界局势紧张。

(2)国内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
兴。

(3)目的：打破美、苏等国对核武器和空间技术的垄断。

2、重大成果：

(1)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加强了中国的国防
能力，打破美苏和垄断，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2)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仿制近程导弹成功。

(3)1964年，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试验成功。

(4)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
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开始进
入航天时代。



(5)1992年，中国政府作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载
人飞船正式列入国家研制计划。这是中国在世纪之交规模最
庞大、技术最复杂的航天工程。

(6)2003年10月15日载人飞船载着宇航员杨利伟升上了太空，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二、袁隆平与杂交水稻

1、过程：

(1)1964年，袁隆平偶然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水稻，优势非常
明显，这给了他很大启发。

(2)1973年，他选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南优2号。

(3)2001年，他获得中国国家最高奖项——“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

2、对人类的贡献： 袁隆平是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
的第一人。他选育出的杂交水稻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的水稻
产量，也被认为有助于解决未来世界性饥饿问题。联合国粮
农组织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杂交稻技术作为一项战略计划，
还聘请袁隆平为首席顾问，为一些国家培训技术专家。袁隆
平多次获得国际大奖，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

三、计算机和生物技术的发展

1、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1)1946年，美国研制出世界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

(2)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了计算机研制工作。

(3)1983年，中国成功研制出第一台每秒运算速度上亿次的计



算机，定名为“银河一i号”。

2、生物技术的发展：

(1)1965年，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在中国首次实现，这也是
世界上第一个蛋白质的全合成，开辟了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时
代。

(2)20世纪末，中国在依靠基因工程技术改良动植物品种、治
疗人类重大疾病的药物研究等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
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健康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