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一中国近代史纲要笔记整理 中国
近代史纲要的心得体会(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大一中国近代史纲要笔记整理篇一

这学期学习的《中国近代史纲要》，让我收获颇丰。就我个
人而言，我是很喜欢历史的，时代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
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来指导现阶段时代的发
展。对于我们学生而言，或许我们还没有能力利用历史中的
精华直接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伟大历史人物
的优秀品质，例如毛泽东的重实践，爱学习，肯思考，敢挑
战的精神，从小就严格要求自己，将自己练就成建设祖国的
栋梁。同时，学习历史的方法亦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借鉴。
对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我们倡导利用辩证的视角去评判，
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来引导我们的美好生活，
辩证地看待生活中的人和遇到的烦心事，减少生活中的阴天
气。虽然《近代史纲要》的学习时间只有半学期，但是我很
喜欢老师的教学方式，尤其是上课时的小视频，极大调动了
课上气氛，希望下学期还能和老师一起上课。

大一中国近代史纲要笔记整理篇二

在中国近现代史这一课上，我们触摸到中国是怎样从满清的
闭关锁国走向屈辱与压迫，又惊叹于我们的民族是如何在一
群青年的带领下走向血性勃发，走向改革与复兴。最使我惊
叹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青年人以自己的学识与一腔年轻
的热血将马克思的理想介绍给古老的中国，使腐朽与愚昧一
步步走向终结，使中国的所有青年觉醒奋进，使中国共产党



成长而后壮大，最终成为历史的必然。
掩卷沉思，同样的年轻岁月，相仿的受教育水平与成长环境，
相似的热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出如此惊天地的事?想当年的
中国，列强侵袭，军阀主义蹂躏着四万万中国同胞的精神与
灵魂，那时的时局无疑是困难的多的。然而，正是在那个时
代，青年的灵魂获得了觉醒，一次次搭上前途的请命、游行，
一次次秘密的会谈、筹资，青年的热血酿成了旧中国的灵丹
妙药，一剂马列主义救了一头震天撼地的东方雄狮。
想今天，为什么自己没有如此的豪迈霸气勇于实现自己的大
理想呢?是自身的觉悟不够;是自己思考的过于狭隘;是自己从
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即中国的命运，自己的理想就决
定了民族的未来;是自己从未将自我与中国联系紧密;是自己
的发展从未与大众紧密相连。而，这一切未做之事，都是从
小党所教育过我的，只有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自己的成
长才能与世界休戚相关，只有让党的光辉存在心间，才能永
恒的提醒自己：不被世界抛弃，做有大作为的中国人，做有
理想的永远的青年。
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了挽救国家危亡，
先进的知识分子历尽千辛万苦，探索真理，向西方国家寻找
真理。代表先进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农民战争、地主阶级的
洋务新政和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都不能实现中国的独立和
富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族主
义革命仍然解决不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的问题。中国的先进
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艰苦的探
索之后所作出的一种选择。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
资本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推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
思想方向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十月革命发生在其国情与
中国相同或近似的俄国，因而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特殊的
吸引力。其次，十月革命，新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
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更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
中国的传播。1919年苏维埃俄国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
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更引起人们很大的震动。再次，
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



赢得胜利的事实，也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
示。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了挽救国家
危亡，先进的知识分子历尽千辛万苦，探索真理，向西方国
家寻找真理。代表先进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农民战争、地主
阶级的洋务新政和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都不能实现中国的
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
民族主义革命仍然解决不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的问题。中国
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思想运动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运动，而先进知识
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
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
把自己的立足点转到工人阶级上来，工人群众中产生了一批
有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而五四运动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是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给灾
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中国革命就展现了崭新的面貌，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
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明确的斗争目标。
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时，只有53个成员，现在已是领导整个
国家的大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这种发展表明，从本质上看，
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
可战胜的。
毛**曾经告诉过我们，最伟大的变革应当是思想领域的变革。
党的建设最应当做的，就是给予青年精神上的顾问与鼓舞。
九十年的岁月变迁，党员们的面庞可能由青春转向沧桑，但
其思想却永远有着不老的活力。一代代的老党员，以其几十
年的奋斗给我们以指导，一代代的新党员也同样应该奋发向
前。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启明灯与引路牌，是一
句涵盖所有的宣言，是一个庄严与伟大的承诺，是一种期盼，
是一种气魄，是一种所有青年的品德与热血，是一件令人着
迷的伟大工作。因此就像17岁的马克思所信奉的，我们所选
择的应是为所有人的快乐而做的，应不会让我们的未来悔过



而做。
加强党建，对于所有的青年来说，应让青春留在心中，不要
被安逸迷失心智，我们以90年前的毛**、陈独秀、李大钊为
榜样，让普罗大众的安危为自己生命意义的维系。我们以如
今的沈浩，王乐义为榜样，让所有人的笑靥为自己快乐的源
泉。90年榜样的力量，一代代无与伦比的灿烂。就让党在我，
不，在我们所有人心中!
《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实践体会
我们小组经过讨论后决定社会实践的地点选在位于浦东新区
川沙镇华夏东路2629号的川沙烈士陵园。我们小组成员约定
在11月29日一起去烈士陵园，可惜天公不作美，前天气候突
然降温还伴随着刺骨的寒风。但恶劣的天气并没有改变我们
的行程计划，当然也没有改变我们瞻仰革命先烈的情怀。
我们一行到达烈士陵园门口的时候就被陵园的庄严和肃穆打
动了，大门上刻着金黄色的六个大字：川沙烈士陵园。这里
是无数的革命先烈长眠的地方;这里是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新
中国的发展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安息的地方，想到
这些我顿时觉得自己脚下的土地有了几分神圣的气息，少了
一些悲凉而多了一丝悲壮!进入陵园后映入眼帘的是在“广潮
中心的印有“浩气长存”的雕像。仿佛陵园里的一草一木都
在讲述着革命年代的艰苦、新中国成立的艰难、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艰辛。
我认为参观这种形式可以让我们了解历史，读懂历史。参观
不仅仅是怀念，也是心与心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碰撞。我
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是革命先烈为我们创造出来的，也是先烈
们用献血换来的。我们要继承先烈的意志和革命精神，发扬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珍惜幸福美好的生活。站在纪念馆里，
看着纪念短片，我仿佛听见了英烈们英勇不屈的声音。可敬
的烈士们，愿你们的精神像园中的常青树一般永不凋落;愿你
们的信念像滚滚江水一样永不停息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你们就是人类历史长河中
的英雄，在祖国和人民的心中熠熠闪光。



大一中国近代史纲要笔记整理篇三

通过本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学习，我了解到了不同
于高中时代历史的学习，不是为了死记硬背的去考试，更多
的是让我们以史为鉴，铭记使命，学习经验。而作为新时代
的青年，我们责无旁贷的要学习历先进中国人的勇气，信念，
敢为人先，不畏权势的品质，是他们的汗水和鲜血造就了这
个美好和平的时代，才有了这个繁荣昌盛，愈加富强的中国。
学习伟人，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应是我们的历史使
命。

大一中国近代史纲要笔记整理篇四

一实践目的

二行程介绍

（1）白玉山（2）万忠墓纪念馆

三思考与讨论

四心得与感悟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直接
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发展，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是一个大学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思想觉悟。为了进一步陶
冶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加强自己的思想品德教育，在思想
上和感情上奠定爱国主义的基石，切实把深入学习实践思想
政治理论行动落到实处，今年五一，我们到旅顺白玉山和万
忠墓进行实践活动。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南与山东
半岛隔海相望，北依大连，群山多姿，风景秀美，物产丰富。
旅顺在清朝时期就已经成为重要的军事要塞，但在中国近代



史上却是一个备受外国列强蹂躏之地。近百年来曾被沙俄和
日本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占领，长期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近代历史中的战争在这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战争中的
种种遗迹，使得旅顺成为一座战争博物馆。这些遗址既是帝
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惨无人道的殖民统治的铁证，也是记
载了旅顺口在近代史中悲惨的命运。

（一）白玉山

白玉山是大连市十大风景之一。光绪六年，李鸿章陪同光绪
皇帝的父亲醇亲王视察旅顺口时说，旅顺有黄金山，也应有
白玉山。从此得名“白玉山”。山顶有白玉山塔和高达110米
的电视塔及海军兵器馆。登上白玉山顶，旅顺口军港及市区
风光尽收眼底。日俄战争结束后，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
平八郎和陆军第三军军长乃木希典的倡议下，殖民当局决定
在白玉山顶修建“表忠塔”，以表彰在日俄战争中为天皇效
忠的官兵。该塔高66.8米，塔内有螺旋形阶梯273级，塔尖为
弹头形状（也有说是蜡烛形状，表示长明不熄之意）。1985
年，旅顺口区政府将塔名依据山名改为“白玉山塔”。

白玉山开启了那段痛苦历史的回忆，一个旅顺口，中国半部
近现代史，给我们强烈的启示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这段惨痛
的历史不但值得我们深思、反省，也时刻告诫我们，只有国
家强大，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二）万忠墓纪念馆

旅顺万忠墓纪念馆是中日甲午战争旅顺殉难同胞的墓地，万
忠墓纪念馆是侵

华日军旅顺大屠杀的铁证。是为纪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
惨遭日军杀害的近2万名中国同胞而于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
之际新建的。该馆陈列内容包括“甲午战争前的旅顺
口”、“甲午战争与旅顺口的陷落”、“震惊中外的旅顺惨



案”、“旅顺万忠墓”四部分。该馆真实地反映了中日甲午
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旅顺制造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的罪恶
行径，提醒着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虽有爱国官
兵奋勇抵抗，清军仍是连连失利。11月21日，日军攻陷扼守
京津门户的战略要地旅顺口，开始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
近2万名旅顺同胞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旅顺市区内仅存36人，
留做抬尸之用。1895年春，旅顺大屠杀遇难者尸体被集中焚
烧后，骨灰丛葬于白玉山东麓。1896年，清政府主持为旅顺
大屠杀殉难同胞竖碑修墓，建立享殿，题“万忠墓”三
字。1994年，重修万忠墓，文物工作者在清理万忠墓墓穴时，
发现了大量死难同胞遗物和遗骨，仅老百姓衣服上的铜扣就
有成千上万个。这一发现为揭露日军的暴行提供了更加确凿
的物证。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影响的重大事件，这场
战争，加速了中国社会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沦陷的进程，也
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旅顺口作为北洋海
军的重要基地，是这场战争陆地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有近两
万无辜同胞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万忠墓就是这段历史的有
力见证。当人们从血泪斑斑的甲午痛史中走出，置身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浪潮中时，会深刻地体会到：只有繁荣富强
才能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

经过这次的爱国主义教育旅顺行，我们受益颇多，引发了我
们的许多思考与讨论。

这次的实践除了收获愤怒、震惊，我也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
学历史，要学中国近代史。

古人讲：“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就是一面镜子，
可以看见我们民族的前世今生。看见我无辜倒在外国列强枪
口的同胞；看见三元里人民的拼死抗争、“致远号”二百五



十名将士以舰殉国的英勇悲壮，看见“戊戌六君子”、“黄
花岗七十二烈士”以及无数革命先驱舍生取义的爱国之举。

看见是为了不要忘记。

《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
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条约就像一个无底
的深渊，把中国深深的拉入半殖民半封建的历史中。

苦难的中国近代史是一本滴血的书，翻阅其间，字字句句写
满中华儿女的屈辱与不甘，也许只有血的教训才能让人真正
明白：无实力无以言尊严、不自强无以论实力、不变革无以
图自强这三句话的真正意义。

无实力无以言尊严。近代中国是与外国列强签署不平等条约
最多的时期。所谓谈判，实则是不谈只判，除了割地赔款外，
别的免开尊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谈判桌后面是一字摆开
的兵舰和大炮。朝廷的腐败，国力的空虚，助长了列强的专
横。应该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人高呼“公理
战胜强权”、要求从德国人手里收复青岛时的情景。然而，
列强们完全无视中国人的要求，竟拿着中国领土做起了交易。
事实教育了中国人：公理是存在的，但是面对列强，没有实
力做后盾的公理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今天我们仍能看到霸权
主义、殖民主义的余风，但和一百年前相比，当年列强的耀
武扬威不复存在。因为今日的中国已不是昨天的中国，从各
方面实力来看，我们不再无足轻重。尊严不是乞求来的，是
自己拼搏来的，“弱国无外交”永远是不变的真理。

不自强无以论实力。人们很难理解，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
之众，文化之灿烂，怎么会沦到虎落平原被犬欺的悲惨境地。
是因为朝廷腐败，军阀混战，国家分裂，民不聊生，躯体虽
大却弱不禁风。古人云：“政亡，则国家从之。”一个无法
团结起来、凝聚起来的民族，一个处于分裂和动荡之中的国
家，虽地广人众、高城深池，却不足以为强为固。中国近代



史告诉我们，要使中国强大起来，首先要靠民族的团结，社
会的稳定，十三亿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们才能屹立不
倒。

不变革无以图自强。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
士仁人苦苦思索的问题，因而变法图强构成了近代史最为动
人的一章。一棵树的树叶腐败了，只需要修修剪剪，但如果
它的树干腐败了，就只能把它铲除，而清王朝就是这棵腐败
的树，这就是变革，中国只有变革才能自强。

大一中国近代史纲要笔记整理篇五

特殊的学期，特殊的上课形式，还有近代史课堂上特殊
的“文字”，透过文字背后的辛酸与苦楚，了解到苦难而不
屈服的近代中国!一段段热血的历史故事，是近代国人对是时
运的不屈服，对侵略者的抗争。近代中国是不幸的也是幸运
的，顽固腐朽的专制主义，闭塞的小农经济，成就了古代辉
煌的封建文明，同时闭关锁国，自以为是的思想也限制了近
代中国的发展，也是近代中国苦难不幸的根源。强大的古代
中国与屈辱的近代中国就像一条河的不同的流域，如一棵树
上结出的两枚不同的果子，而这条河还会继续向前，这棵树
也会继续结果，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景象，循环往复，经历了
寒冷困难的冬天，我们遇见的是改革开放的春天，我们铭记
历史，是为了春天的复苏，为了收获夏天的果实，为了抵御
西方封锁的冬天，当今世界，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每
个人都会迎接自己的挑战，同样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美国的科技封锁，西方阵营的贸易打压，恐怖主义的威
胁，我想说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畏惧苦难的民族，面对森
林大火，面临疫情无数的仁人志士冲赴一线，遇到的每一次
苦难，让我们一次一次的看到中华民族那不屈脊梁，与人格
的伟大。

我想学习近代史，或者说学习历史(不止于中国，乃至世界历
史)，是为了懂得，懂得苦难与不幸，研究历史，不止是为了



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发展，乃至世界的人民的幸福与苦乐，以
史为镜，学习为了迎接挑战，为了未来的发展，近代历史的
发展着实辛酸，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我们铭记，也一直努
力。

面对挑战，我想说的是“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