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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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课

第二节课 【1-2分】



第二节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毛中特考点“提前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题

第六章 邓小平理论

1.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旗帜】【单选】

2.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3.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活的灵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单选】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2）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不是泛指（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

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

【十三大论阶段】

【单选：根本任务】 【单选：目标】



5.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6.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

（1）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2）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要抓住机遇。

（3）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

邓小平深刻地概括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新论断,提出了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   

7.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三步走”战略)：

  1987年4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同年 10月党的十三大把邓小平“三步

走”的发展战略构想确定下来。



8.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1）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2）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3）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

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4）开放也是改革

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

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的这一系列重要论断，蕴含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的要点：多选

一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

二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各有优势和长处，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三是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可以和不同的社会制度结合，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性

质。

扩展知识：1992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扩展知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属于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两者可以和不同的社
会制度相结合，体现不同的性质

【三个有利于:两力一平】



扩展知识：

1.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错误理论和实践，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

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2.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十二大建中特】

3.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出了系统概括。【十三大论阶段】

4.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阐释了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大概括和阐释】 

5.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十五大入

党章】



10.“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

11.“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最早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首先运用于解决香

港和澳门问题。

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13.党的建设理论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2）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



第七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

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①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④建设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⑤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

②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理论武器



第八章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1.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

筹兼顾。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集中概括。

2.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⑥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3.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接续发展；

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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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中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邓小平理论的活的灵魂:___________________

（3）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是：________________

（4）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会议是：___________

（5）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___________

（6）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会议是：___________

（7）社会主义的本质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________________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_______________

（1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属于：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节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毛中特习题“提前练”

（11）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_________

（12）“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最早是针对____问题提出来的，首先运用于解决_________问题。

（13）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邓小平提出的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______________。

（14）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__________

（15）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__________



THANKS

下 期 再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