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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同学们：　　你们现在学习的是《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middot;历史选修&middot;历史
上重大改革回眸》。
本册教科书着重反映了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重大改革。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改革就与社会进步相伴而行，并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
改革虽然不像革命那样轰轰烈烈，但它以其独特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ldquo;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rdquo;邓小平同志的话高度阐释了改革的内涵及其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改革是人类在处理社会发展问题过程中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体现，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因此，了解和认识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大改革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改革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波澜不惊的。
改革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进和完善等方面。
简单地说，革除或者完善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因素的活动都是改革。
改革的背景、动因、领导者、内容、进程的不同，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会不同。
　　由于学时的限制，我们选取了九个古今中外不同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改革作为学习专题，力图通
过对这九个专题的学习，了解人类演进过程中的重大改革活动及其代表人物等基本史实，认识人类社
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学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所进行的改革及其巨大的历史影响
；正确认识改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对其进行科学的评价；学习改革家坚强不屈的意志，增强对社
会的历史责任感；进一步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从而树立为祖国富强、人民安居乐业而奋斗
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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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中历史科书的主体结构安“学习专题”构建。
本册教科书共七个“学习专题”，每一“学习专题”由“专题导学”和“学习内容”两部分构成。
    “专题导学”包括“导语”和“学习建议”两个栏目，主要介绍本专题的历史发展线索或学习重点
，并提出一些学习线索或学习重点，并提出一些学习方法上的建议。
　　“学习内容”是“学习专题”的主体。
每一“学习专题”有２－３个“学习内容”。
每一学习内容有若干个子目，文中配插有“想一想”、“读一读”等提示框和若干幅说明教科书内容
的历史图表。
正文后附设自我测评、材料阅读与思考、知识链接等栏目，以拓展我们的知识面，提高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为培养同学们学习和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本册教科书还设有两课“学习与探究”课。
　　为了让同学们自我检测本模块的学习情况，书后设有“本模块学习档案”包括学习重点归纳、收
获与存疑、学习评价、学习活动记录。
它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成长记录，一定要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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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题一　梭伦改革　一　雅典往何处去　二　奠定雅典民主基石的政治改革专题二　商鞅变法　一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二　泰国的崛起专题三　北魏孝文帝改革　一　励精图治的孝文
帝改革　二　北方经济的逐渐恢复专题四 　王安石变法　一　积贫积弱的北宋　二　王安石变法专题
五　欧洲宗教改革　一　“神圣的中心组织”——天主教　二　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专题六　穆罕默
德·阿里改革　一　亟待拯救的文明古国　二　中兴埃及的改革　专题七　俄国农奴制度改革　一　
危机笼罩下的俄国　二　自上而下的改革专题八　明治维新　一　走向崩溃的幕府政权　二　明治维
新的举措　三　迅速崛起的日本专题九　戊戌变法  一　酝酿中的变革　二　百日维新学习与探究之
一　“改革与革命”辩论会——以俄国为例学习与探究之二　近代中日改革成败之比较——历史习作
展示本模学习档案附录　一　部分词汇中英文对照　二　课外读物推荐书目　三　历史学习推荐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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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61年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还表现在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方式的演变。
由于改革，地主的土地变成了商品，地主对土地不再有占有的特权。
改革后，地主丧失了对无偿农奴劳动的垄断权，也失去了农奴时代比其他商品生产者优越的条件，从
而必须投入到与其他商品生产者的竞争中。
新的经济条件促使地主改变经营方式，开始采用新式农具，使用机器，改变耕作体制等等。
这一切变化都使改革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带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
　　然而，这次改革不可避免地保有了农奴制的残余。
沙皇专制制度依然存在，地主土地占有制照旧保留，劳动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无权地位。
这些农奴制的残余严重影响到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
特别是在改革中，由于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俄国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腐朽和落后的面貌，资产阶
级、残余的农奴制和沙皇专制主义融为一体，形成了以军事封建为特征的帝国主义，对外显示了更大
的侵略性和扩张性。
　　19世纪70年代上层建筑的改革　　1861年俄国农奴制废除后，新的生产关系逐步确立，不可避免
地要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沙皇政府在政治上实行了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使俄国专制制度逐渐适应资
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是建立地方自治机构。
1864年颁布的《省、县、地方机构法令》是这些改革中最早而又最重要的一项法令。
根据这个法令，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省和县设立了地方自治会议及其执行机
关&mdash;&mdash;地方自治局。
这些机构在名义上是选举产生的，但实际上都是由贵族地主和富裕的资产阶级代表包办的。
省县自治机构的代表选举，必须由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人参加，由于规定了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从
而保障了贵族在自治机构中的优势地位。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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