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823-中国科学技术史”考试大纲 

本《中国科学技术史》考试大纲适用于陕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国科学技术史》是科学技术史专业研究生的学科基础，也

是科学技术史专业研究生必须了解的基本知识。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科学萌芽、

科技发展和传统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主要科技典籍、著名科学家和重要的科学

思想。要求考生熟悉基本概念、掌握基本内容、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能力。 

一、考试的基本要求 

要求考生比较系统地理解科学技术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科学技

术史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方法和考试时间 

中国科学技术史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三、考试内容 

（一）科学知识的早期萌芽 

1．科学与技术； 

2．早期科学知识萌芽； 

3．石器与火的使用； 

4．原始自然观。 

（二）夏商西周三代时期技术和科学知识的积累 

1．甲骨文字； 

2．青铜器的使用； 

3．三代农耕技术的进步； 



4．手工生产技术的多样化发展； 

5．自然科学知识的进一步发展 

（三）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奠基 

1．铁器与牛耕技术； 

2．水利工程技术； 

3．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典籍——《考工记》； 

4．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与进步； 

5．《山海经》、《禹贡》与《管子·地员篇》； 

6．诸子百家的科学思想。 

（四）秦汉时期传统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 

1．农业生产技术； 

2．水利工程技术； 

3．铁器制造技术； 

4．造纸术及其他技术进步 

5. 自然科学体系与重要的科学家 

6. 王充《论衡》及秦汉时期重要科学思想 

7. 丝绸之路与中外科学文化交流 

（五）魏晋时期传统科学技术体系的提高； 

1．贾思勰与《齐民要术》； 

2．祖冲之及其数学成就； 

3．裴秀与《制图六体》； 

4．郦道元与《水经注》； 

5．炼丹术与化学； 

6．制瓷、建筑与机械制造技术； 

7．传统科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六）隋唐时期的科学技术 

1．大运河； 

2．雕版印刷术； 

3．长安和洛阳的都城建设； 



4．赵州桥； 

5．农业生产技术； 

6．地理学成就 

7．数理天文学成就 

8．自然科学思想 

9．中外科学技术交流 

（七）宋元时期传统科学技术的高峰期 

1．火药、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术； 

2．农业科学技术与江南农业革命； 

3．杰出科学家沈括与《梦溪笔谈》； 

4．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 

5．瓷器、建筑与纺织技术进步； 

6．酉空间和酉变换； 

7．传统科学思想； 

8．中外科技交流。 

（八）明清时期传统科学技术的缓慢发展 

1．郑和下西洋与航海技术进步； 

2．黄河与大运河的治理工程； 

3．农业技术的推广与普及； 

4．自然科学知识的新发展； 

5．明清地方志的科学价值； 

6．传统科学思想中的“理学”与“心学”； 

7．徐光启、徐霞客及李时珍等科学家群体。 

（九）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影响 

1．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与科学传播 

2．洋务运动与西学东渐 

3．清代全国地图测绘； 

4．西方天文、数学知识的流传 

5．其他科技成就； 



6．西方科技对近代中国发展的影响。 

7．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 

四、掌握重点 

（一）科学技术的起源与发展 

（二）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阶段性发展历程 

（三）古代地理学的科学成就 

（四）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知识体系 

（五）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六）传统科学技术进步与古代社会的发展 

（七）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 

（八）历史上重要的科学家及其科学著作 

（九）传统科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十）古代中国的技术成就 

五、主要参考书目 

[1] 杜石然等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2] 陈美东等编《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 

[3] 石云里《科学简史》，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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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中国地理学史考试大纲 

本《中国地理学史》考试大纲适用于陕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中国地理学史》是科学技术史专业研究生的学科基础，也是科

学技术史专业重要的学科方向之一。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古代地理学理论、传统

地理学知识体系和传统地理学的历史发展、主要地理学历史典籍、著名地理学

家和重要的地理学思想。要求考生熟悉基本概念、掌握基本内容、有较强的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一、考试的基本要求 

要求考生掌握地理学基本概念、基础理论与地理学史的基本知识，并且能

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地理学史方面的问题，具备解决问题的初步能力。 

二、考试方法和考试时间 

中国地理学史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三、考试内容 

（一）中国地理学史的基本理论 

什么是地理学史； 

为什么研究地理学史； 

古代中国地理学知识体系； 

中国地理学史的主要问题。 

（二）古代地理学的知识起源 

地理学知识萌芽； 

夏商西周时期的地理学知识； 

《诗经》中的地理学； 

《禹贡》； 



《山海经》 

《管子》中的地理学篇章 

（三）秦汉时期的地理学 

《史记·货殖列传》； 

《汉书·地理志》； 

其他地理学成就 

（四）魏晋时期的地理学 

《水经注》； 

《佛国记》； 

古代地图学的发展。 

（五）隋唐时期的地理学 

僧一行的子午线测量 

贾耽的海内华夷图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樊绰《蛮书》的地理学成就 

     （六）宋元时期的地理学 

        沈括的地理学成就 

        宋人行记 

        宋元舆图 

        宋元时期的海上交通 

      （七）明清时期的地理学 

        郑和下西洋 

        《徐霞客游记》 

        《读史方舆纪要》 

         近代舆图学的传入与发展 

         近代启蒙地理学家及其贡献 

四、掌握重点 

古代地理学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传统地理学的阶段性发展历程 



古代地理学的科学成就 

中国传统地理学的知识体系 

中外文化的海路与陆路交流 

历史上重要的地理学家及其地理学著作 

传统地理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古代中国的地图测绘成就 

五、主要参考书目 

【1】赵荣等：《中国古代地理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0 年版 

【2】杜瑜：《地理学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编制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编制日期：2017年 9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