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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毛中特框架“提前看”

一、了解目录

导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

第一章：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第二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第四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

第六章：邓小平理论

第七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第八章：科学发展观

（重点章节1、2、3、6章）

第一节课

第二节课



二、近6年毛中特选择题考察分值占比

考察章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历史
进程与毛泽东思
想

毛泽东两
大革命理
论

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初步探索
的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开篇（邓
小平理论）

分值占比 1-4 0-2 1-2 1-2



三、毛中特框架梳理

第一部分——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

第二部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第三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第二节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毛中特考点“提前学”

一、毛泽东思想专题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1.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

端重要性，分析了中国农民斗争的特点，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在推翻反动政权、建立人民革命政权中的重大

作用，从而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即如何领导农民斗争的问题。这些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萌芽。【点】

（2）毛泽东提出并深入阐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

展发挥着根本指导作用，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开始形成）。【线】

（3）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阐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标志着

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面】

（4）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标志着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

坚持的指导思想。



2.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 

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众独】

3.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为开创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的提出

　　（1）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

的内容，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2）总路线的完整表述

1948年，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表述了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

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分清敌友，是革命首要问题：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主要对象），就

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即总路线中的“人民大众”）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2）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其中的贫雇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

军，而中农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

　　区别新旧两种不同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根本的标志是革命的领导权由无产阶级掌握还是由资产阶级掌握。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1）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

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革命，而是新的民主主义革命。

   （2）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

  新民主主义革命处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这是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

  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扩展知识：新民主主义的“新”是指由无产阶级领导的】



6.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性质。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国家形式，是过渡的形式，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

的共和国，又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政权性质是几个革

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人民民主专政。

7.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1.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

2.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的经济成分是三种: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在这些经济成分中，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掌握了主要经济命脉，居于领

导地位。而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体的个体经济，则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

3.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毛泽东于195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1954年2月,党的

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

（2）总路线的主要内容被概括为“一化三改”。

“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萌芽性质）；

 第二阶段：主要是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半社会主义性质）；

 第三阶段：发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

5.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形式也是合作化）

 第一步：创办手工业供销小组（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

 第二步：创办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

 第三步：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

6.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第一步：主要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笔记：(使企业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

 第二步：主要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笔记：（企业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

 第三步：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笔记：（企业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性

质）



7.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方针)。

第二，采取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

第三，用和平方法进行改造。

补充知识：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标志着中国阶级剥削制度的结束，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

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1.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明确提出了以苏

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标志着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良好开端。

2.《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3.我国社会的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

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

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据此，党中央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4.走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论述的第一大关系，即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

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5.目标：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步骤：采取“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

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在世界前列。



第三节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毛中特习题“提前练”

 今日课后作业，答案见讲义！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将毛泽东理论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写入党章的会议是：___________________

（3）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是指________________

（4）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8）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区别新旧两种不同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根本的标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中国革命的对象，从总体上说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节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毛中特习题“提前练”

（11）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的三种经济成分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被概括为

（15）“一化三改”。“一化”即 ______________；“三改”即对________________的社会主义改造。

（16）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方针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______________社会形态。

（18）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形式是：_____________

（19）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二步主要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这些企业的性质

是：_________________

（20）成为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良好开端的文章，是毛泽东发表的：_______________



THANKS

下 期 再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