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冷战史专题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02152022129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冷战史专题

Cold War Historical Studies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本课程在教学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有

关历史教育的相关论述为指导，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冷战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

体系为基本目标。

在严格按照时间主线梳理冷战的起源和爆发、冷战的发展和延续、冷战的转型和

终结这一整体脉络的同时，充分关注一些重大选题和事件，包括朝鲜战争、印度支那

战争、东亚冷战、非殖民化与不结盟运动与冷战的纠葛、古巴导弹危机、中国在冷战

中的作用和角色、中小国家对冷战的因应、冷战史研究的新领域、新议题等等，并就

中小国家和行为体在冷战格局中的演进、科技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进行重点剖析。通

过对上述问题的讲解和分析，使学生在了解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加深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在教学方法上，本课程以讲授为主，在某些议题上会设置相应讨论环节。课程成

绩由平时成绩（30%）和期末论文（70%）两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参照出勤率和讨论

参与度，期末论文评分主要考虑选题是否新颖适中、结构是否合理、论证是否充分、

整体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等因素。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will be put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arguments on
history and aims to contribute its shar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ree systems. While
elaborating the the origin and outbreak of the cold war,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end of the cold wa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me
line, we also pay attention to some major topics and events, including the Korean War, the
Indochina War, the East Asian cold wa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ecolonization and
non-aligned movement and the cold war,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hina's role in the Cold
War, the respons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 to the cold war, and new fields and
topics in the study of the Cold War. Emphasis will be laid on explaining the role of SMEs,
China, as well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landscape.
Through the expla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above topics, we hope that the students can
not only understand the basic knowledge, but also develop th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so as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practical issues.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eaching together with small proportion of discussion on some topics. The course score is
composed of two parts: on-course attendance and discussion (30%) and the final paper
(70%) which is marked according to the topic selection, the whole structure, the



demonstration, and certain academic standards.

*教材

（Textbooks）
沈志华主编：《冷战史二十四讲》，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8 年第 1 版，9787501257324。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王振西、钱俊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15 年版。

[挪]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

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

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 年版。

沈志华等：《中苏关系史纲》，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沈志华等：《冷战启示录》，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全校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历史学院世界历

史系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语种

双语：中文+ 语种（外语讲授

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时伟通，法学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东亚冷战史、中美

关系史。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吕桂霞，历史学博士，研究员，从事世界近代史、美国史、越战

史、中美关系史和太平洋国家史的教学研究，出版专著 3 部，发

表论文 60 余篇。

*考核方式（Grading） 平时成绩（30%）+期末论文（7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填写规范化要求见附件

周次

教师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2 2

第一章 冷战史概述 （吕桂霞 ）

第一节 冷战的词源和相关概念梳理

第二节 冷战史研究的现状及其意义



第二周 2 2

第二章 欧洲冷战的爆发 （吕桂霞 ）

第一节 美苏战时合作关系的破裂

第二节 遏制战略的形成与苏联的因应

第三周 2 2
第三节 欧洲冷战的爆发与阵营对抗的形成柏林问题的由来（吕桂霞）

第四节 柏林问题与欧洲冷战

第四周 2 2

第三章 冷战在东亚 （时伟通 ）

第一节 远东雅尔塔秩序的崩溃

第二节 东亚冷战格局的形成

第五周 2 2
第三节 冷战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吕桂霞）

第四节 冷战与朝鲜战争

第六周 2 2
第五节 1950 年代中后期的缓和（时伟通）

第六节 缓和的限度

第七周 2 2

第四章 冷战在全球的蔓延（ 时伟通）

第一节 大国关系的变化

一、中苏同盟的破裂

二、帝、修、马三分天下

三、中美和解

四、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

第八周 2 2

第二节 冷战与全球冲突与危机 （时伟通）

一、中立主义、不结盟运动与冷战

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与冷战的全球化

第九周 2 2

三、刚果危机（时伟通）

四、柏林危机

第十周 2 2
五、老挝危机（时伟通）

六、南亚冲突

第十一周 2 2

第三节 冷战的焦点：越南战争（吕桂霞）

一、北越武统战略的出台与演进

二、美国从“特种战争”到派出地面部队

第十二周 2 2
三、中美苏三大国在越南的角逐（吕桂霞）

四、 后越战时期的印支动荡

第十三周 2 2

第五章 缓和下的冲突（时伟通）

第一节 缓和的动因

第二节 缓和的高潮

第十四周 2 2

第三节 安哥拉内战（时伟通）

第四节 欧加登之争

第五节 苏联入侵阿富汗

第六节 缓和的终结

第十五周 2 2
第六章 冷战的终结（时伟通）

第一节 里根的攻势与戈尔巴乔夫改革



第二节 东欧剧变

第三节 两德统一

第十六周 2 2

第四节 苏联解体（时伟通）

第五节 冷战终结

第六节 后冷战时代的世界

总计 32 32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