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单元：近代化的早期探索与民族危机的加剧



u问题：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腐朽无能的清
政府的作战武器装备为何先进这么多？



（一）理论建设——洋务运动的兴起

1背景——清政府面临的困境？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

内忧外患

为了应对内忧
外患，封建统
治阶级采取了
什么对策？ 开展洋务运动



【材料一】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海国图志》
【材料二】林则徐：“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
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
酌减,即裨益实非浅鲜矣。”
                         ——《密陈夷务不能歇手并请戴罪赴浙随营效力片》
【材料三】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
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
术，强兵富国，维护清朝的统治，由此开始了洋务运动

u阅读史料：归纳出如何解决内忧外患



2、洋务派：

对清朝统治阶级中，具有洋务思想和洋
务实践活动的一派人物的群体性称谓。
这一群体并不具有自身的组织规范性，
是后人赋予的规定性称谓。简言之，洋
务派指清朝统治集团内倡导或从事洋务
实践动的人。在中央是以恭亲王奕䜣为
代表的满足官员，在地方上以李鸿章、
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
官员。从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掀起
了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

其视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
不愿意进行丝毫的改革。由于顽固派
高谈“义理”，以封建的气节、夷夏
大防以及孔孟之道等一整套封建思想
体系与洋务思想相抗衡，并拥有较为
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晚清政坛上掀起
了一股股浊浪。高官显贵、王公贵族
有倭仁、徐桐、李鸿藻等；地方上的
守旧士绅，构成顽固派的社会基础
 

vs

洋务派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支持

洋务派 顽固派

奕譞与载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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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间轴：

前期：自强 后期：求富

19世纪
60年代

19世纪
70年代

19世纪
90年代

创办军事工业 创办民用工业



（二）付诸实践——创办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

1、军事企业



安庆内军械所，1861年由曾国藩创设，是清末最早官办的
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该厂“全用汉人未雇洋将”，
规模较小，专造子弹、火药、炸炮等武器弹药。1864年，
该厂迁往南京，次年改建为金陵机器制造局。



1865年9月，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
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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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船政局，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
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是当
时远东第一大船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