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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上册部编历史知识记忆口诀

第一单元   史前时期——早期中国人类的活动

         

 第 1 课  中国早期人类的代表——北京人

人类起源很漫长，长期进化靠劳动；

云南元谋有遗址，境内最早古人类。

北京西南周口店，直立行走北京人；

打制石器会用火，进化史上里程碑。

历史发现要考古，化石形成百万年；

文物古迹会深埋，考古人员有耐心。

一手资料看实物，影视作品靠不住；

二手资料是典籍，真伪还要细分辨。

第 2 课    原始农耕生活



黄河流域半坡人，磨制石器种植粟；

圆形房屋能保暖，制陶制衣很内行。

河姆渡人居长江，磨制石器种水稻；

干栏房屋防雨水，养猪养牛真勤劳。

第 3 课    远古的传说

中华文化远相传，前后上下五千年；

远古传说很丰富，著名人物有炎黄。

阪泉一战炎帝败，炎黄联盟始形成；

涿鹿之战杀蚩尤，八方归顺定华夏。

远古首领有德行，民主推举是禅让；

首领依次尧舜禹，德才兼备有口碑。

黄河泛滥灾难多，鲧父治水未成功；

子承父业是大禹，消除水患十年功。

第二单元   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的产生与社会变革

第 4 课    早期国家的产生与社会变革  



早期国家是夏朝，文明开化别野蛮；

启承父位有私心，从此只有家天下。

不修德行是夏桀，祸害百姓遭反抗；

商汤灭夏创业难，纣王暴虐毁基业。

太公钓鱼显自在，文王识才有慧眼；

文王驾崩武王立，君民同心战帝辛。

牧野倒戈纣王败，鹿台自焚罪应得；

周王分封固疆土，厉王争利引暴动。

第 5 课  青铜器与甲骨文  

生产能力看工具，铜器更比石器强；

青铜器物种类多，食器礼器样样全。

司母四羊是国宝，工艺高超显智慧；

文字可考商朝始，甲骨记事算头功。

第 6 课   动荡的春秋时期  

东周前期叫春秋，礼崩乐坏显动荡；

王室衰微天子冷，各方诸侯自为政。

尊王攘夷是旗号，相互征战成霸主；



五霸之首齐桓公，晋楚吴越凑五霸。

第 7 课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  

东周后期为战国，干戈不息民遭殃；

三家分晋田代齐，齐楚秦燕赵魏韩。

铁制农具促生产，地主阶级势日强；

顺应历史大发展，商鞅变法求富强。

严明法度禁私斗，法家思想安邦国；

自由买卖是土地，建立县制万泽长。

废除特权贵族恨，奖励耕战顺民心；

车裂功臣是报复，新法推行国力强。

改革成败看效果，不要纠结人已亡；

改革发展秦最强，富国强兵求统一。

水灾旱灾困蜀地，岷江无情人有意；

秦国重本兴水利，李冰父子巧构思。

鱼嘴飞沙宝瓶口，渠首工程立江中；

防洪灌溉功能多，天府之国美名扬。

第 8 课     百家争鸣



道教始祖是老子，道家学派创始人；

世间事物有正反，顺应自然会转化。

万世师表是孔子，儒家学派创始人；

周游列国传思想，仁者爱人定规范。

创办私学普教育，因材施教有方法；

诗书礼易乐春秋，经典论语世代传。

春秋战国乱悠悠，百家思想放光芒；

儒墨道法影响大，著书立说把名扬。

兼爱非攻是墨家，顺应自然是老庄；

依法治国韩非子，封建正统是儒家。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第 9 课   秦统一中国

诸侯争霸百姓苦，统一天下是众望；

秦王虎视扫六合，远交近攻有良策。

韩赵魏楚燕齐灭，大秦帝国都咸阳；

气势磅礴建帝业，君临天下自称朕。



三公九卿为中央，郡县推行到地方；

统一文字叫小篆，圆形方孔通全国。

新开灵渠拓南疆，北击匈奴修长城；

四通八达秦直道，千古一帝秦始皇。

第 10 课   秦末农民起义

创业容易守业难，本想万世二世亡；

急于求成又暴虐，苛捐杂税苦不堪。

连年徭役和兵役，背井离乡征夫泪；

严刑酷法待百姓，生灵涂炭招天怒。

天怒人怨起风云，陈胜吴广举大旗；

    秦军强大张楚败，反秦浪潮铺天来。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破釜沉舟灭主力，西楚霸王显威风。

汉王刘邦抢先机，率军直抵大咸阳；

楚汉之争夺帝位，功败垂成在民心。

         

第 11 课    西汉建立和“文景之治”



鸿门酒宴巧脱身，养精蓄锐胜霸王；

统一全国建汉朝，定都长安称西汉。

汉初经济甚萧条，努力恢复需时日；

高祖吸取秦亡训，休养生息来实行。

罢兵归家勤务农，释放奴婢为平民；

    轻徭簿赋好政策，减轻负担民欢喜。     

政策稳定很重要，后续皇帝更仁爱；

勤俭治国谋发展，文景之治后人赞。

第 12 课    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

汉初诸侯势力强，尾大不掉很嚣张；

豪强地主凑热闹，分庭抗礼乱地方。

执政烦恼困刘彻，殿堂贤臣有良策；

削藩推恩弱诸侯，地方豪强刺史压。

汉初思想有点乱，士人到处谤中央；

罢黜百家尊儒术，儒家正统历代传。

经济命脉在富商，国库空虚帝王慌；

盐铁专卖铸币权，毫不含糊归中央。

国威远扬并朝鲜，攘夷拓土奠基业；



汉朝实现大一统，雄才伟略汉武帝。

第 13 课  东汉的兴亡  

西汉后期局混乱，外戚王莽来篡汉；

新朝改制徒添乱，刘秀起兵复汉室。

都城洛阳为东汉，刘秀便是光武帝；

少有壮志建伟业，光武中兴放异彩。

东汉后期帝年幼，大权旁落皇太后；

太后掌权私心重，外戚封侯很霸道。

皇帝长大想亲政，依赖宦官除外戚；

宦官得宠手遮天，外戚不甘来京闹。

外戚宦官恶循环，曲直不分民遭殃；

天怒人怨局动荡，黄巾起义起风云。

第 14 课   沟通中外文明的“丝绸之路”

两关以西叫西域，匈奴侵扰民难安；

经营西域很重要，张贴皇榜募英才。

智勇双全属张骞，为国分忧挑重担；



西域荒漠故人远，不忘初心终归来。

风土人情记心里，两出西域为凿空；

千辛万苦开大道，东西贸易始兴盛。

东方珍品传西域，中转西亚到欧洲；

西方异宝入中华，丝绸之路是桥梁。

开辟陆路开海路，水陆并进通有无；

治国韬略通古今，一带一路写新篇。

经营西域利千秋，西域都护来管辖；

匈奴卷土控西域，班超班勇建功勋。

第 15 课   两汉的科技和文化

竹简木简分量重，丝帛虽轻价昂贵；

化废为宝是蔡伦，造纸革新利文明。

中医历史很悠久，一代医圣张仲景；

勤学名医采众方，完成巨著世泽长。

外科鼻祖是华佗，医术精湛德行高；

麻醉药剂麻沸散，强身健体练体操。

勤奋好学司马迁，游历山川网旧闻；

忍辱负重写史记，史家绝唱遗后人。



本土宗教是道教，三清四御是正神；

佛教原产古印度，普渡众生讲因果。

第四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与民族融合

 第 16 课   三国鼎立

东汉末年全雄起，无辜百姓又遭殃；

狂妄自大是袁绍，实力虽强隐患多。

急功近利想速战，忠言逆耳失良机；

曹操势微有肚量，广招人才巧安排。

生死决战在官渡，以弱胜强是曹操；

官渡战场有余温，曹操兴师问江南。

江山如画志千里，是非功过后人评；

劳师远征是曹军，以逸代劳属孙刘。

虎狼之师怕水战，战舰高高铁索寒；

黄盖献计用火攻，火借风势袭曹营。

损兵折将在赤壁，曹操心冷退北方；

赤壁之战三国立，先后称帝魏蜀吴。



第 17 课   西晋的短暂统一和北方各族的内迁  

三国后期魏独大，吴蜀两国势日衰；

司马专权替曹魏，西晋灭吴归统一。

西晋贵族眼中利，豪华奢侈引为荣；

只知肉粥晋惠帝，昏庸无能致内乱。

八王之乱百姓苦，逃避战乱北人迁；

西晋速亡江山送，游牧民族十六国。

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趁乱战四方；

前秦符坚用王猛，北方一统有作为。

第 18 课   东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

内迁匈奴灭西晋，西晋命短如秦朝；

西晋皇族司马睿，永嘉之后都建康。

王导王敦晋元帝，王氏司马共天下；

闻鸡起舞是祖逖，收复中原志难酬。

东晋灭亡南朝替，宋齐梁陈四王朝；

秦时明月汉时关，经济重心在北方。

魏晋战乱民南下，江南地广谋发展；



南北人民齐努力，江南经济得开发。

第 19 课    北魏政治和北方民族大交融

前秦强大野心大，符坚强征数十万；

出师未捷很狂妄，投鞭断江扫江南。

淝水河畔大决战，东晋军民心不慌；

运筹帷幄谋胜利，以少胜多八公山。

北魏鲜卑拓跋宏，结束战乱踞北方；

力排众议来洛阳，汉化政策图国强。

移风易俗靠改革，民族交融促发展；

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灿烂靠大家。

第 20 课    魏晋南北朝的科技与文化

北朝农科贾思勰，齐民要术记生产；

数学历法有成就，他是天才祖冲之。

用心推算大明历，割圆有术留后人；

书法艺术是国粹，锺繇创楷为正书。

东晋书圣王羲之，天下行书兰亭序；



人称三绝顾恺之，洛神赋图很传神。

佛教兴盛南北朝，石窟艺术数云龙；

政权分立南北朝，科技文化有传承。

七年级下册部编历史知识记忆口诀

第一单元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  

第一课  隋朝的统一与灭亡  

沉迷享乐陈后主，隋兵压境醉后庭；

分久必合天下势，隋朝统一顺民心。

杨坚就是隋文帝，开皇之治有威名；

千里运河通南北，北抵涿郡南余杭。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创立科举是杨广，选拔人才开先河。

奢侈无度隋炀帝，民不聊生罪无穷；

反隋浪潮高过浪，盛极一时似昙花。  

第二课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太原起兵反隋朝，李渊称帝都长安；

兄弟相残争帝位，太宗设伏玄武门。

李渊退位世民立，年号贞观唐太宗；

隋亡教训记心里，励精图治开盛世。

知人善任纳人才，房谋杜断和魏征；

完善制度行科举，贞观之治奠国基。

历史唯一女皇帝，多谋善断武则天；

发展科举创殿试，治弘贞观启开元。

女皇孙子唐明皇，统治前期叫开元；

姚崇宋璟皆贤相，勤勉助力唐玄宗。

励精图治行改革，整顿吏治有良方；

发展经济重文教，唐朝国力达顶峰。  

第三课  盛唐气象  

考察经济有方法，综合评价农工商；

深耕细作曲辕犁，浇水灌溉是筒车。

唐朝瓷器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

长安规划很对称，国际都市很繁华。

民族政策很开明，周边各族来拥戴；



文成公主嫁干布，吐蕃汉族是一家。

唐朝女性爱运动，社会风气很开放；

唐朝诗歌很兴盛，飘逸洒脱是李白。

诗圣杜甫很坎坷，诗风淳朴体民情；

唐朝诗魔白居易，平易近人受欢迎。

唐朝书画放光彩，艺术成就亦斐然；

端正雄浑是颜体，方折俊丽柳公权。

形神兼备阎立本，风格奔放吴道子；

大唐盛世很繁荣，领跑世界铸辉煌。

第四课  唐朝的中外交流  

太宗送行情切切，玄奘西行意志坚；

风雨兼程五万里，历经磨难到天竺。

遍访名寺和古刹，研习佛法成大师；

宁爱本乡一捻土，不恋他乡万两金。

学成归来见天子，卷卷佛经渡众生；

开宗立派译经典，中印交流第一人。

高僧鉴真受邀请，东渡日本传佛经；

双目失明志不改，六次东渡终成功。



日本派出遣唐使，虚心学习唐文化；

唐朝先进是根本，国力强盛有魅力。

交通发达是条件，政策开放迎外宾；

兼收并蓄更丰富，海纳百川容乃大。  

第五课  安史之乱与唐朝衰亡  

开元盛世有成就，玄宗后期尾巴翘；

任人唯亲真腐败，追求享乐宠爱妃。

一骑红尘妃子笑，兴师动众伤民财；

口蜜腹剑李林甫，祸国殃民杨国忠。

地方节度势膨胀，趁势叛乱安禄山；

安史之乱八年整，唐朝国势盛转衰。

安史叛军虽平定，藩镇割据又形成；

外重内轻皇威弱，藩镇征伐害人民。

三吏三别写困苦，悲天悯地启后人；

连年灾荒民愤怒，落榜黄巢举大旗。

背信弃义是朱温，建立后梁唐灭亡；

合久必分是规律，五代十国来延续。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  

第六课  北宋的政治  

后周大将赵匡胤，陈桥兵变建宋朝；

结束战乱求一统，先南后北好方针。

中央集权很重要，武将专权弊端多；

太祖问政赵普计，收兵夺权制钱谷。

解除兵权控军队，分化事权削相权；

州县长官用文臣，地方财赋归中央。

发展文教重科举，抑制武将提文官；

重文轻武是国策，科技发达有学风。  

第七课  辽、西夏与北宋的并立

辽国都城临潢府，契丹皇帝阿保机；

发展生产创文字，铸造货币国增强。

西北地区党项族，大夏皇帝是元昊；

西夏都城兴庆府，学习汉制求发展。

辽宋矛盾由来久，辽军压境澶州城；



真宗亲征鼓士气，打退辽军来讲和。

年年岁币澶渊盟，忍气吞声换和平；

元昊亲征打北宋，宋夏议和民负担。  

第八课  金与南宋的对峙  

白山黑水女真族，大金皇帝阿骨打；

模仿汉制速发展，宋金立盟夹攻辽。

北宋伐辽节节败，大金杀辽势破竹；

一味求和徽钦宗，皇亲贵戚成俘虏。

北宋灭亡南宋立，赵构就是宋高宗；

金军铁蹄常南下，南宋军民齐抵抗。

岳母刺字忠报国，抗金名将是岳飞；

报仇雪恨复中原，道道金牌令班师。

南宋奸臣是秦桧，主张议和杀岳飞；

忠臣报国身先死，南宋偏安北称臣。

第九课  宋代经济的发展

北宋引进占城稻，推广种植到东南；



苏湖一熟天下足，长江下游成粮仓。

宋朝瓷器很辉煌，江西景德是瓷都；

南宋造船规模大，技术科学指南针。

开封杭州大都市，早市夜市很繁荣；

海外贸易到红海，管理贸易市舶司。

金属货币不方便，纸币交子现四川；

南宋经济大发展，经济重心在南方。

第十课    蒙古族的兴起与元朝的建立

游牧生活蒙古族，统一蒙古铁木真；

建立政权称大汗，发展生产征四方。

蒙古骑兵很善战，先后灭亡夏与金；

末代可汗忽必烈，治国安民有良方。

广开言路重吏治，发展生产重农桑；

汉族儒臣有建议，汉法仁政不嗜杀。

定都大都国号元，元军统一到临安；

南宋大臣文天祥，宁死不曲正气歌。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第十一课   元朝的统治   

元朝版图超汉唐，南越海表北阴山；

东尽辽左西流沙，历史疆域元最大。

元朝诞生新民族，回族加入大家庭；

中书枢密御史台，行政军事与监察。

行省制度元朝立，省路府州县来分；

边疆管理也重视，澎湖岛上巡检司。

西域北庭元帅府，西南西藏归中央；

三六九等有歧视，民族政策引纷争。  

第十二课  宋元时期的都市和文化

宋元都市很著名，大都开封和临安；

北宋开封相国寺，场地宽阔最繁华。

木偶武术和杂技，吸引万人来观赏；

娱乐商业叫瓦子，瓦子圈圈名勾栏。

说唱歌舞大杂烩，杂剧表演宋代兴；

宋词又叫长短句，宋词文坛一枝花。



词风豪迈是苏轼，委婉细腻李清照；

家国情怀辛弃疾，气势磅礴撼人心。

宋代杂剧元朝曲，优秀代表关汉卿；

元朝戏剧大发展，关马郑白四大家。

第十三课  宋元时期的科技与中外交通

费工费时是雕版，省时省力求创新；

循环利用是活字，活字发明是毕昇。

古代国人有智慧，制作司南在战国；

导航技术始北宋，航海依靠指南针。

四大发明有火药，唐末火药用战争；

科技发展热兵器，宋元火器种类多。

东西交流丝绸路，路上阿拉伯人奔；

四大发明影响大，途经西亚到欧洲。

宋元交通更发达，水陆交通更畅通；

马可波罗来访华，东方富庶传西方。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第十四课  明朝的统治  

元末政治很腐败，各级官吏刮民财；

反元起义高过浪，有支队伍朱元璋。

乞丐登基很励志，明朝开皇朱重八；

明朝先都应天府，朱棣迁都到北京。

太祖抓权有举措，取消行省设三司；

强化皇权废丞相，提升六部有实权。

军队调动归兵部，分封诸王控地方；

地方中央一把抓，皇权强化很到家。

东厂西厂锦衣卫，监视官民成爪牙；

僵化科举是八股，四书五经为考纲。

科举考试大变化，束缚思想罪孽深；

明朝皇帝有骨气，坚持四不守国门。  

第十五课  明朝的对外关系

和平外交是理念，航海技术很成熟；

国力雄厚是根本，出使西洋显国威。

小名三宝是郑和，大明帝国航海家；



七下西洋规模大，船队远航时间长。

最远访问红海岸，智勇双全外交家；

航海史上一壮举，增进友好促往来。

元末明初有倭寇，烧杀抢掠罪多端；

倭患猖獗国有难，临危受命戚继光。

统领军队能善战，百姓誉为戚家军；

南征北战消倭患，民族英雄戚继光。

第十六课  明朝的科技、建筑与文学  

深山野林采标本，潜心研究古中医；

三易其稿写本草，刻苦努力李时珍。

专心致志勤归纳，天工开物农工书；

科技总结很全面，百科全书宋应星。

农政全书徐光启，明代农业科学家；

学习明朝科技史，科技名著要记牢。

万里长城长万里，东西起点记心间；

皇家建筑紫禁城，雄伟壮丽今故宫。

三国水浒西游记，明代小说登顶峰；

明朝戏剧汤显祖，曲文流丽牡丹亭。



第十七课  明朝的灭亡  

明末皇帝疏于政，沉迷享乐引纷争；

贪赃枉法是官吏，结党营私是大臣。

皇亲贵族争土地，流利失所是人民；

怨声载道人民苦，饥民遍野灾难深。

阶级矛盾很尖锐，农民起义求生存；

有支队伍李自成，均田免赋得人心。

起义队伍上百万，国号大顺都西安；

挥师北上灭明朝，势如破竹占北京。

大明皇朝崇祯帝，心灰意冷上树梢；

长寿明朝百年业，是非功过启后人。

活跃东北女真族，发展壮大建政权；

努尔哈赤来称帝，建立国号叫大金。

太祖去世太宗立，国号为清名满洲；

未曾入关身先死，顺治领军定中原。

明朝将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聪明反被聪明误，引清入关家人亡。  



第十八课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闯王战略很失误，交战失利山海关；

退守北京无斗志，随即离京向西行。

转战各地终失败，入主中原是大清；

大清定都北京城，随后南下争统一。

政治维护大一统，思想文化推儒学；

明末荷兰占宝岛，爱国将士收台湾。

台湾本是中华地，民族英雄郑成功；

国家统一是大势，宝岛台湾归中央。

西藏西南大门户，达赖班禅要册封；

西藏地方设噶厦，驻藏大臣来帮忙。

英国殖民想入藏，六世班禅有忠心；

乾隆皇帝福寿庙，安定边疆胜雄师。

新疆西北大门户，康熙平定噶尔丹；

大小和卓凑热闹，乾隆调兵来讨伐。

加强管理设机构，伊犁将军守新疆；

沙俄出兵到东北，康熙派兵胜俄军。

西跨葱岭东到海，北接西伯南至沙；

清朝前期算争气，国力强大土辽阔。



第十九课  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末动荡大破坏，清初恢复大生产；

顺康雍乾重本业，清朝前期得兴盛。

国家大计务农业，垦荒政策来推行；

乾隆耕地增亿亩，边远地区得开发。

兴修水利很重要，堤坝海塘平地起；

玉米甘薯新品种，经济作物量增加。

宋朝苏湖天下足，清朝江南鱼米乡；

农业发展促工场，著名机户李东阳。

商业繁荣商业网，农村城市有市场；

晋商徽商有资本，推动商业大发展。  

第二十课   清朝君主专制的强化  

康熙揽权有书房，雍正强权设军机；

军国大事军机处，皇帝裁决拟成文。

军机大臣没实权，传达旨意去执行；

皇帝独掌大朝政，皇权至上登顶峰。



控制思想文字狱，康熙雍正和乾隆；

文字之狱规模大，知识分子心不安。

文字大狱很恐怖，小心翼翼免杀身；

禁锢思想危害大，思想文化难进步。

清朝中期贪风盛，富可敌国是和珅；

腐败之风入军队，军备废弛军风坏。

乾隆后期财政耗，花费无度有危机；

贫富分化很严重，失地农民难为生。

清朝皇帝很自大，闭关锁国难交流；

闭关自守天国梦，不看世界求自封。  

第二十一课   清朝前期的文学艺术  

清代小说有成就，影响深远红楼梦；

贵族世家曹雪芹，艰苦十载著宏篇。

小说揭露旧礼教，宝玉黛玉尤可悲；

全书背景很广阔，情节复杂人物多。

读书不知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

全面研究红楼梦，开宗立派有红学。

牡丹亭里汤显祖，昆曲艺术陈出新；



情节跌宕桃花扇，文词华美是长生。

道光年间新剧种，兼收并畜皮黄戏；

皮黄戏里有特色，日趋发展成京戏。

八年级上册部编历史知识记忆口诀

第一单元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 1 课  鸦片战争

西方进入新时代，清朝守旧还自封；

正常贸易英烦恼，中英贸易呈逆差。

扭转局面有邪道，走私鸦片到中国；

鸦片泛滥灾难重，摧残身体人速亡。

官兵吸食更腐败，白银外流国空虚；

民族英雄林则徐，针砭时弊急上书。

在位皇帝道光帝，派遣钦差到广东；

钦差大臣林则徐，明查暗访收大烟。

虎门海滩齐销毁，禁烟斗争赢民心；

英国侵华蓄谋久，发动战争找借口。



英军海边架大炮，皇帝胆小心不安；

反抗英军无计策，嫁祸罪责在钦差。

钦差无罪遭查办，改派琦善去谈判；

清朝软弱爱退让，英国侵略更嚣张。

部分官兵真抵抗，爱国老将已牺牲；

广大人民很勇敢，手持大刀上疆场。

战争注定要失败，统治集团很腐败；

丧权辱国不平等，被逼无奈签条约。

割地赔款开口岸，进出税率与英商；

战争开启近代史，近代国人始遭殃。

第 2 课   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刚结束，西方列强不满足；

制造事端找借口，英法主凶美俄帮。

英军炮轰广州城，无理野蛮起战争；

英法联军齐北上，近逼天津恐京师。

清朝政府很懦弱，增开口岸增条约；

西方列强胃口大，再度出兵占北京。

英法远征当强盗，洗劫皇家圆明园；



奇珍异宝迷贼眼，洗劫一空放火烧。

英法联军很得意，沙俄趁乱来劫土；

残垣断壁今犹在，炎黄子孙应图强。

第 3 课   太平天国运动

战争新败要赔款，清朝增税民不安；

苛捐杂税似猛虎，民不畏死要斗争。

科举路上常失败，前途渺茫洪秀全；

天下太平为己任，金田树起霸王旗。

天平天国为建号，起义武装太平军；

攻克永安封四王，分庭抗礼对晚清。

百姓不堪被压迫，纷纷加入太平军；

水陆并进沿江下，一举拿下大南京。

占领南京为都城，南京改名叫天京；

定都天京颁制度，天朝田亩是空想。

北伐失败西征胜，天平军队日中天；

定都天京有成就，天国领导始堕落。

争权夺利闹事变，天京事变盛而衰；

挽救危机理朝政，资政新篇洪仁玕。



资政新篇未实现，军事不利难回天；

天京陷落运动败，反清反帝十四年。

第二单元  近代化的早期探索与民族危机的加剧

第 4 课   洋务运动

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明官员学西方；

维护统治是根本，强兵富国定目标。

自强求富为口号，学习技术有主张；

中央地方有代表，奕䜣国藩李鸿章。

自强口号办军事，安庆江南和福州；

求富口号办民企，煤矿铁厂和招商。

发展教育建新校，培养翻译同文馆；

清末军队有变化，洋枪洋炮和海军。

北洋舰队规模大，海军衙门来指挥；

洋务运动终失败，制度腐败是根源。

洋务发展三十载，外国一路在挤压；

运动未走富强路，探索精神要鼓励。



第 5 课   甲午中日战争与瓜分中国狂潮

  

明治维新大改革，日本走上强国路；

日本强大野心大，征服中朝霸世界。

朝鲜爆发大起义，请求清兵来镇压；

日本趁机来捣乱，袭击清兵挑战争。

清朝被迫来宣战，清兵奋起大反击；

爱国将领左宝贵，弃城逃跑叶志超。

中日黄海大海战，北洋将士有威风；

保守避战清政府，奋勇杀敌邓世昌。

外虏无情犬有义，黄海有幸藏忠魂；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日军进攻威海卫，北洋舰队全覆没；

甲午战败又求和，辱国谈判在马关。

割地赔款开商埠，允许日本开工厂；

侵略势力深腹地，殖民地化再加深。

近代中国大肥肉，西方列强齐瓜分；

机会均等提开放，民族危机在图中。

第 6 课   戊戌变法



马关条约引民愤，爱国举人齐上书；

请求迁都和变法，公车上书拉序幕。

维新人士组学会，传播思想办报刊；

时务国闻影响大，变法思想来传播。

有为启超维新派，呼吁办法能救国；

言辞诚恳感皇帝，清朝政府发诏书。

光绪皇帝颁诏令，宣布变法行改革；

鼓励私人办企业，努力发展农工商。

变法触怒皇太后，维新历时百余天；

慈禧太后顽固派，掌握实权搞破坏。

发动政变关皇帝，废除变法抓人士；

维新人士谭嗣同，誓死如归立丰碑。

第 7 课   抗击八国联军

帝国主义很可恶，割我土地抢我银；

清朝政府很懦弱，洋人在华太上皇。

民教冲突很严重，教会势力最猖獗；

社会矛盾很尖锐，天灾人祸民愤慨。



反清组织速发展，活跃山东杀洋人；

洋人利益受损害，集结联军来镇压。

幻想清朝会帮助，扶清灭洋义和团；

英法美俄德意奥，邻国日本亦参加。

不畏强敌争夺战，无耻政府杀团员；

中外势力大联合，义和运动被镇压。

八国联军来报复，烧杀抢掠民遭殃；

战败求和已习惯，辛丑之年订条约。

条约款款要国命，涉及内容很全面；

保证人民不反帝，清朝成为他工具。

允许联军驻要地，赔款数额大过天；

划定民巷使馆界，派兵保护国中国。

辛丑条约签定后，慈禧太后很无耻；

要量中华之物力，喜结与国之欢心。

侵华战争连连败，丧权条约多又多；

辛丑条约最严重，半殖半封陷深渊。

第三单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 8 课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从小志向很远大，民主革命孙中山；

认为医国更重要，努力上书李鸿章。

献计献策遭冷落，推翻清朝救中国；

在美建立兴中会，振兴中华为目标。

起义消息遭泄露，英勇牺牲陆皓东；

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孙中山。

革命情绪日高涨，革命思想速传播；

革命团体纷纷立，逸仙领导得认同。

全国政党同盟会，革命组织已统一；

三民主义作指导，民主革命大发展。

第 9 课   辛亥革命

起义爆发萍浏醴，起义领导刘道一；

安庆起义又失败，慷慨就义徐锡麟。

广西起义再失败，敌我力量太悬殊；

愈挫愈勇革命党，不屈不挠孙中山。

广州起义添烈士，合葬圣地黄花岗；

广州起义虽失败，革命精神死如归。



武昌起义获胜利，武昌首义快人心；

各省纷纷闹独立，土崩瓦解是清朝。

辛亥革命要肯定，努力推翻清王朝；

结束皇权旧制度，敢把皇帝拉下马。

近代民主得开创，进步潮流开闸门；

民主革命先行者，辛亥革命暂成功。

第 10 课   中华民国的创建

武昌首义成功后，中央权利要统一；

各省代表南京聚，选举总统孙中山。

中华民国告成立，民主革命有成果；

民国政府新成立，中外势力来挤压。

为了实现共和志，民国国父愿辞职；

乱世奸雄袁世凯，两面三刀有野心。

拥护共和喊口号，投机取巧摘果实；

软硬兼施逼退位，末代皇帝是溥仪。

维稳北方找借口；留京就任大总统；

革命英烈难眠目，民主革命未成功。



第 11 课   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

临时总统袁世凯，背信弃义搞独裁；

再三破坏内阁制，宪政之父遭暗杀。

宋案引发大革命，国民党员受镇压；

种种劣迹复帝制，昭然若揭此野心。

复辟活动引众怒，爱国豪杰齐讨袁；

烈钧继尧与蔡锷，宣告独立来护国。

北洋军队节节退，众叛亲离袁世凯；

孤家寡人病死去，中国又陷混乱中。

大小军阀来混战，中国百姓又遭殃；

北洋政府很黑暗，知识分子寻曙光。

第四单元   新时代的曙光

第 12 课   新文化运动

制度革新国难救，知识分子苦反思；

封建思想有毒害，民众思想要开发。

运动领袖陈独秀，创办杂志发文章；



北京大学来任教，鲁迅胡适李大钊。

杂志北大两阵地，科学民主是口号；

民众思想受洗礼，五四运动得铺垫。

思想解放是性质，封建思想已动摇；

学习西方有偏向，是非评价要客观。

第 13 课    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外交败，国人怒火似火山；

学生主力先锋队，第一阶段在北京。

游行示威喊口号，反封反帝很爱国；

北洋政府很黑暗，出动军警来镇压。

爱国运动受阻挠，青年学生在抗争；

反帝热潮高过浪，学生开展大宣传。

全国学生齐罢课，支持北京作斗争；

惹怒当局人被抓，消息传到大上海。

第二阶段在上海，工农学商齐斗争；

工人阶级是主力，运动中心转上海。

反帝浪潮卷天地，北洋政府放学生；

曹汝霖等丢职务，巴黎和约字未签。



反帝斗争大胜利，全国上下很团结；

反帝反封是性质，工人阶级上舞台。

运动领导陈独秀，参与号召李大钊；

五四运动有地位，中国革命新开端。

  

第 14 课   中国共产党诞生

十月革命得胜利，先进分子有曙光；

马列主义得关注，高举红旗李大钊。

工人力量很伟大，工人运动需指导；

马列工人相结合，早期组织遍地花。

党的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意义大；

选举书记陈独秀，确定党纲和目标。

开天辟地的大事，革命面貌焕然新；

中共诞生强领导，工人运动大高涨。

人权自由为口号，京汉铁路大罢工；

工人罢工失败后，吸取教训有启发。

第五单元   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对峙



第 15 课   北伐战争

鱼龙混杂国民党，生命活力共产党；

鲜明对比差距大，国父改组国民党。

国共合作有必要，北伐战争要团结；

培养人才要军校，苏共无私来帮忙。

三大军阀吴最弱，湖南湖北主战场；

北伐名将是叶挺，所向披靡立战功。

国共合作很努力，击溃佩孚灭传芳；

北伐进军很顺利，半年不到卷全国。

北伐成功在眼前，蒋汪故意来背叛；

革命政变杀群众，国民革命已失败。

第 16 课   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道路

南京政府很反动，血腥屠杀共产党；

革命失败吸教训，中共受挫有反思。

独立领导很重要，南昌打响第一枪；

中共会议在汉口，八七会议定方针。

会上泽东有论断，政权是由枪杆出；



中共八七会议后，领导起义回湖南。

城市敌人力量大，泽东率军去山区；

创建农村根据地，探索革命新道路。

两军会师力量大，朱毛会师井冈山；

红军力量在扩大，星星之火已燎原。

第 17 课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红军发展有速度，南京政府心慌慌；

四次军事大围剿，红军应战心不慌。

反抗斗争第五次，博古李德瞎指挥；

红军英勇齐奋战，损失巨大要转移。

中央离开根据地，瑞金长汀始长征；

长征初期损失重，只因博古和李德。

军事组织有错误，遵义会议来纠正；

集中全力纠错误，肯定泽东好主张。

遵义会议转折点，走向成熟挽救党；

泽东指挥有艺术，敌人忙得团团转。

四渡赤水大手笔，打乱敌人原计划；

红军巧渡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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