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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纲框架梳理

（2）“十二件大事”

1840-1919——

旧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

1840年

鸦片战争

1851年

太平天国运动

1860年

洋务运动

1898年

戊戌维新运动

1911年

辛亥革命

1915年

新文化运动

1919-1949——

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

1919年

五四运动

1921年

建党

1925年

国民大革命

1927年

土地革命

1931年

抗日战争

1945年

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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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新局面

1.新文化运动  1915年

（1）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新文化运动是从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

开始的。

（2）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

  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  【口号】  主要阵地：《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

  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

（3）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

（4）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五四前 vs 五四后）

首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其次，在思想认识上，他们把改造国

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再次，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

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



2.十月革命  1917年

（1）启示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之路。【单选】

（2）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第一人——李大钊：

1918 年 7 月，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向中国人民第一次正确地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质。

11 月、12 月，相继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深刻揭露了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本质，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欢呼“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 年 9 月、11 月，他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

动的学说”，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3.五四运动  1919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特点

  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

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

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

和信心。



3.五四运动

（2）意义

第一,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

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二,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

第三,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

第四,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觉醒



4.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

（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共产党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讲话）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从此，中国人民有

了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的光明的

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

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

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

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记笔记：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掀起了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



5.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大革命的进行  1924-1927   1925年五卅运动为高潮

（1）国共合作的形成：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在孙中山主持下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

新的解释，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确

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事实上确认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样,国民党一大

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2）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这场大革命。这是因为：

第一，大革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口号下进行的。而提出这个口号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第二，大革命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下进行的，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统一

战线的组织者。

第三，大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人民群众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

第四，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帮助和推动了国民革命军的建立，而且在军队中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共产党在战斗中更是身先士卒、起着先锋作用和表率作用。



（3）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能否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对中国革命至关重要。

第二,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

的方针,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第三,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党直接统率和指挥的军队。

第四,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充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扩大革命力量。

第五,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既要发展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数量,更要巩固党的

组织和注重党员质量。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1.国民党统治的性质：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

2.土地革命的兴起

（1）八七会议：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

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这是由

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

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



（3）土地革命

①1928 年 12 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

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这些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

②1929 年 4 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制定第二个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

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③1931 年 2 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农民

已经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归农

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

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

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

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5）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1935 年 1 月 15 日-17 日）的内容：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

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

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的意义：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6）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

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第二,长征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第三,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

大远征。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

长征精神。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选择题重点】

1.制造卢沟桥事变：1937 年 7 月 7 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2.侵华日军的严重罪行侵华日军犯下了空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的灾难：首先，制造惨绝人寰的

大屠杀；其次，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再次，强制推行奴化教育。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1）一二·九运动：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2）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八一宣言（1935 年 8 月 1 日）、瓦窑堡会议（1935 年 12 月 25日）、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逼蒋抗日”。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 年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

言》，23 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式形式。



4.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毛泽东还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即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

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只

要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将在这个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5.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1）持久抗战的总方针。1938 年 5 月至 6 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 10 个月

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2）持久战的根据。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是全部问题的根据。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

本特点：第一,日本是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第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

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个小国,人力、军力、财力、

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正义战争却是得

道多助的。

6.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7.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1938 年 9 月至 11 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

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

（2）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

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主观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内反复出现“左”、右

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

（3）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理论成果，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

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中共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8.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

第一,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

第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形成了

伟大的抗战精神；

第三,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四,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意志,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

新征程。



第七章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选择题重点】

1.重庆谈判。1945 年 8 月，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 月 28 日，毛泽东偕同周

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

判。10 月 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2.政治协商会议。1946 年 1 月 10 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

出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 38 人。会上，共产党与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推动政协会议达成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

案、军事问题五项协议。这些决议贯彻了和平民主原则，确认了和平建国方针，确定了国会制、内阁

制和省自治的政治制度。

3.全面内战爆发。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面性的内战。



4.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中共中央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待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将主力打到外

线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1947 年 6 月底，三路大军打到外线去，人民解放战争战

略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也在同时加紧发起攻击,渐次转入反攻。各个战场上的攻势

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5.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1）“五四指示”。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

示”)决定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五四指示”表明,解放

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开始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过渡。这

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改变。

（2）《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 年 7 月至 9 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

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6.第二条战线形成：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配合人民解放

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7.中国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1949 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

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在新中国参政，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8.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1948 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的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

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

9.七届二中全会主要内容：

①提出了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

②说明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③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

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④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

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0.《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党

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毛泽东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

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

我们的主要纲领。

11.人民政协的召开：

（1）完成创建新中国的任务，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承担的。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意志,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2）《共同纲领》在当时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12.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1）必须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2）“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3）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第三节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史纲习题“提前练”

今日课后作业，答案见讲义！

（1）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_______________    

（2）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________________

（3）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运动的性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____________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_____________

（6）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觉醒于：________________

（7）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_____________

（8）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是：_______________

（9）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的起点是：________________

（10）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的标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节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史纲习题“提前练”

（11）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标志：_____________

（12）1936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的口号,9 月 1 日,明确提

出党的总方针是：____________

（13）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的是：_____________

（15）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_______________

（16）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标志：_____________

（17）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是：_____________

（18）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的会议是：______________

（19）哪三大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______________

（20）毛泽东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即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

三个阶段。其中，最关键的阶段是：_______________



THANKS

下 期 再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