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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文史基础》考试说明

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以下简称“专升本考试”）是普通高

校全日制高职应届毕业生升入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的选拔性考

试，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在高职阶段相关专业

知识、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掌握水平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利于各普通本科院校择优选拔，确保招生质量。专升本考试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成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文史基础》作为专升本考试文史哲法类的专业基础课，其

考试说明依据当前福建省高等职业院校文科类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学情考情，结合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类别“文史哲法”各专

业（哲学、法学、文学和历史学）对于文史素养的要求及我省考

试命题的实际，依照“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特命制本考试说明。考试注重考查考生

对高职高专阶段的文史基础知识的掌握、重大文化历史问题的认

识及综合文史素养的运用。

一、考核目标与要求

《文史基础》考试内容包括“中国文化”与“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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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模块的内容。“中国文化”模块要求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发展

的整体面貌、基本规律和历史本质，理解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发展、

扩大、升华的内在原理和深层流脉,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观

和民族观，从而获得全面的文化素养和运用能力。“中国近现代

史”模块注重考查近现代国史、国情，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

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把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持续走向

繁荣富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引导学生形

成正确的历史观和国家观，从而获得较为全面的历史素养和运用

能力。

考核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立足基础，突出运用，引导高职

学生从文史的角度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继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历史文化底蕴，坚定历史文化自信，

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体要求

如下：

（一）文史基础知识

1.了解中国文化的概念、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类型特征、

基本精神、价值系统以及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和在世界文化中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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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历史阶段及其植根的经

济基础和所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

3.了解中国各类文化的代表人物、标志性成果和事件，并认

识其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意义。

4.了解中国近代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事迹，理解其性质

和意义；认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

影响。

5.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抗

战；认识新中国为民主政治建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所作出的努

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意义。

6.了解 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

折发展和成就；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

（二）重大历史文化问题

1.理解传统文化中语言文字、教育、艺术、史学、伦理道德、

宗教信仰、哲学等的内涵与特征，认识中国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

和基本精神。

2.理解中国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和中外文化交汇的结果，

认识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

3.理解中国文化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认识中国伦理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4.理解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意义，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传播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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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理解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

义，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对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意义。

6.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

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认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形成过程及意义。

（三）文史素养及运用

1.掌握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

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

2.掌握闽台区域历史文化发展脉络，能够充分利用闽台区域

优势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专业知识与运用方法，形成专业素养，

具备良好的人文、艺术、科学等综合素养。

3.通过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掌握与运用，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

4.掌握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空间要素，能够将事件、人物、

现象等置于历史发展的特定或总体进程及具体的地理空间中加

以考察，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其地位和作用。

5.能够区分历史叙述中的史实与解释；能够客观叙述和分析

历史，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对相关史料加以理解和辨

析的基础上，发现和提出新的问题，加以论证，形成自己的历史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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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能够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国情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

历史发展趋势，增强家国情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中国文化模块（约 120 分）

1.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

了解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与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

的作用和影响，理解并掌握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和依赖的社

会政治结构，并能分析二者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2.中国文化发展历程

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和规律，认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文

化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点、标志性成果和事件，理解中国文化涵

盖传统社会的语言文字、教育、艺术、史学、伦理道德、宗教信

仰、哲学等分科的知识、内涵、特征，并认识其在中国和世界历

史发展进程中的意义。

3.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流

了解中华民族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山地游耕文化的交融

和中外文化的两次大交汇，理解中国文化和外域文化的交汇对中

国文化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能结合史实分析中国文化对世界文

化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4.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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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的原因，理解中国文化的类型，

掌握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结合实际认识中国文化对中国现代生

活的影响。

5.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系统

了解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意蕴，理解中国文化精神主体的内

容、主要功能和中国传统文化多元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

（二）中国近现代史模块（约 180 分）

1.进入近代后中华民族的抗争与不同社会力量对国家出路

的早期探索

了解近代中国基本国情，正确认识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

中国带来的后果；正确把握不同社会力量对国家早期出路探索的

方案、特点、作用及局限，认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和孙中山先

生的伟大贡献；认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

史必然性。

2.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

了解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掌握中国共产

党成立的历史意义；理解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必然性与历史意义；

结合史实分析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

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对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

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了解历史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正确认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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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曲折进程及其根本原因。

4.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

了解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

革开放后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正确认识改革开放进程

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变革；理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涵和意义。

三、考试形式与参考题型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全卷满

分 300 分。考试不使用计算器。

（二）参考题型

考试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辨析题、材料题和论述题等，

也可以采用其它符合学科性质和考试要求的题型。

四、参考书目

（一）《中国文化概论》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2021 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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