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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教案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西方 
——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谈起（1 课时） 

侯亚伟* 

（历史文化学院） 

 

教学对象：历史学本科二年级 

课程名称：中国近代史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学情分析：本科二年级同学已经系统学习了中国古代史，但对由中国古代史

向中国近代史的转折还缺少深入理解。同时，由于大二学生也已基本具备独立思

考、自主学习的能力，故而，本课将适当回溯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在做好承

上启下工作的同时，引导学生深入体会历史。 

教学改革：1.教学内容——改变以往中国近代史从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谈

起，而先谈乾隆末年的马戛尔尼访华事件。如此，可以恢复中国古、近代史的原

有联系，给同学耳目一新之感。 

2.教学方法——将融合情境教学、多媒体教学、传统教学于一炉，使同学们

有身临其境之感，便于更深刻地体会、理解历史。 

 

教学目标：三个层次： 

1.了解鸦片战争前中国和西方（以英国为代表）世界的基本情况，为讲授《鸦

片战争》及整个中国近代史做好铺垫。 

2.引导学生思考近代社会之困境，其原之始。 

3.培养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认识到当今的繁荣来

之不易。 

教学要求：要求同学从政治、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军事、外交等五个方

面，对鸦片战争前的东西方世界有一个基本的把握。 

教学重点：1800 年前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比较 

教学难点：礼仪之争与中西文化分殊 

教学方法及手段：讲授法、情境法、多媒体 
                                                              
* 侯亚伟（1980——），男，讲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职老师，南开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史博士后。为历史学二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近代史》专业基础课，研究方向为宗教与

民间信仰、慈善史、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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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引子（互动）：在多媒体中打开一幅马戛尔

尼使团访华时所乘狮子号军舰之图，让学生猜此军

舰主要活动在什么时代，由此进入主题。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教学演示内容） 

1.基本情况 

人物：马戛尔尼、乔治·斯当东等 700 余人 

时间：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初十 

地点：承德·避暑山庄 

名义：祝寿 

目的：获得与清政府平等的地位、开拓市场 

2．清廷回应 

（1）礼仪之争 

（2）奇技淫巧：使团带来的礼物 

（3）英方要求：平等（公使驻京）、通商（开口贸

易、割地、减免货物税） 

中方：天朝上国，一概拒绝 

3．历史影响 

（1）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嘉庆二十一年（1816），

英国又派遣了以阿美士德为正使，托马斯·斯当东为

副使访华使团，目的是再次提出英国的要求。因为

使团拒绝行三跪九叩礼，被驱逐出境。 

（2）又 24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国门被打开。 

 

政治  

1.中国 

从公元前 475 年进入封建社会，直到 1912 年 2

月 12 日宣统退位，我国的封建社会存在了 2386 年。 

明朝，废除丞相，实行内阁制，清雍正年间，设立

军机处，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2.西方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事件是本课和整个《中国近

代史》课程的引子，引出鸦

片战争前中西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对

比。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

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

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

器、丝锦为西洋各国及尔国

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

有资，并沾余润。 
—— 枏梁廷 ：《粤海关志》

卷 32 

 
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

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

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年中

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

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

的支撑……但是，一旦一个

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

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

全了。 

——马戛尔尼：《乾隆英使

觐见记》，刘半农译，中华

书局 1916 年版。 
 

乾隆：1736－1795；嘉

庆：1796－1820；道光：1821

－1850 

 
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

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

工。——龚自珍：《龚自珍

全集》（上），中华书局 1951
年版，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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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英国封建制度从 5 世纪开始，到 1688 年

以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为标志结束。1789 年，法国革

命，1775 年，美国独立战争。 

 

经济 

1.经济体制 

（1）中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重农抑商。 

（2）西方：欧洲广大城市平民没有土地以经商或手

工业为生，购买日常商品是生活必须，有利于市场

形成。 

2.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 

（1）中国：明代见端倪；清中叶略可观察到资本主

义生产的一些事例。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并不太迟，但发

展缓慢，直到鸦片战争前,仍只是稀疏地存在,未能像

西欧那样导致一个工场手工业时代，在农业中更属

微不足道。 

（2）西方：早在十四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沿

海城市的羊毛业中就出现了一些将手工业者集中在

一起，分工合作，生产羊毛产品的集中的手工工场。

十六世纪的英国，此类工场不仅出现，而且还有雇

佣一两千人。 

 

文化及科学技术 

1.中国 

儒家思想为核心，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

策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

以三纲五常为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仁政，提倡经世

济民，以助君王，明教化。儒家还与佛教、道教相

互吸收、融合，共同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 

统治者同时吸收法家思想，严刑峻法，实行专

制统治。他们还通过种种方法，笼络和控制知识分

子，并采取镇压异端、兴文字狱等手段，实行文化

专制主义。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明中叶：苏州、杭州的

丝织业,广东佛山的冶铁、锻

铁业 

清中叶：江南一些地区

的丝织业，陕西南部的冶

铁、锻铁和木材采伐业，云

南的铜矿业,山东博山和北

京西部的煤矿业,四川的井

盐业，山西河东的池盐业，

江西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

制瓷业。 

 

 

 

 

 

古代中国人重视技术

研究，而忽视科学研究。以

四大发明为例，就全部是技

术，中国明朝时期完成的三

部传统科学的集大成之作

《本草纲目》、《农政全书》、

《天工开物》也都是属于对

前人典籍的整理和以往经

验的总结，也都是技术。 

 

※从乾嘉学派到道咸

经世实学 

 

人文主义精神、科

学精神、宗教改革 



4 
 

 

2.西方 

从文艺复兴开始，人性之美充分展现，人权观

念深入人心。个人的自由平等与欲望被放大。竞争

进取的精神和科学求知的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

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 

自然科学：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与运动定律，

将人类带入现代科学的大门。 

 

军事 

1.中国 

清朝虽拥有 88 万绿营兵和八旗兵，但已腐朽不 

堪，失去战斗力。军官不理营务，士兵终日游手好

闲，出现骑兵没马，水兵不习水，武器生锈、炮台

失修等现象。 

2.西方 

16 世纪欧洲战船发生巨大变化，主要标志是火

炮装上战船舷侧，改变了传统的携带陆军攻占敌船

或撞沉敌船的战术。 

到鸦片战争前，英国有各类舰船 400 余艘，居

世界第一，法国居世界第二。 

 

对外关系 

1.中国 

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严格限制中国人出海贸

易，或侨居国外；严格限制中国货物出口；严格限

制来华的外国人的活动，防范外国人与中国人接触。 

清政府将通商事务限定在广州，设立公行即十

三洋行管理外商，经营进出口贸易和办理交涉。 

2.西方 

西、葡、荷、英、法等国国内资本主义因素迅

速成长，奉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竞相开拓殖民地，

其触角到明末已伸展到中国。台湾曾为荷占，澳门

为葡萄牙窃取。 

 

 

 

 

 

※可开展课堂讨论 

 

 

※白莲教起义中清军的表

现 

 

※英国开始 

 

乾隆二十二年：（夷船）

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

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

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

浙江海口。 

——中国第一档案馆：

清代广州“十三行”档案 

 

闭关政策的影响：阻碍

了中外交流，助长了清朝统

治者顽固守旧心理，使中国

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

落后于西方。 

 

到 18 世纪中叶，英国

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殖民大

国。以《巴黎条约》为标志，

英国取代西班牙，成为世界

头号殖民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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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从 18 世纪中叶以来，直到 19 世纪中叶，中西之间在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外交等一系列因素的对比变化，预示着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历史。 

 

课后作业： 

1.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与近现代中国的关系，当今社会应该如何重新认识。 

2.1840 年之后，在中西交往过程中，是否仍然存在着“礼仪之争”的问题。 

 
教学反思及自我评价： 

1.教学内容——由于积极借鉴最新研究成果，内容较新，容易切实把握学生

的思想动向。 

2.教学方法——通过多媒体与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注重教师和学生

之间的互动，教学相长。 

总体而言，本节课无论在教学方法还是在教学内容上，均做出了新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