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八上

2024年中考一轮复习——中国近代史



旧民主主义革命
（辛亥革命为例）

新民主主义革命

领导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

政治目标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群众基础 不广泛 广泛
性质任务

相同
社会性质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革命任务都有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  P62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比较



时空定位

1840 1919 1921 1924 1927 1937 1945 1949

五四运动 中共成立

国民革命
时期

国共对峙
（土地革命）

  全民族  
抗战时期

解放战争
时期

旧民主主义时期 新民主主义时期

新民主
主义开端

     三条线索：
        侵华史
        抗争史
        探索史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党史）



壹

1、五四运动(P59-62) 

(开端、转折点、觉醒、五四精神、伟大意义）

2、中国共产党诞生（P63-67）

（中共一大、日出东方、开天辟地、焕然一新

     红船精神、建党精神）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19-1924）



贰 国民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

1、中共三大  P70（决定合作）

2、国民党一大P70

（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

3、国共合作成果：

(1)黄埔军校 P71

(2)北伐战争 P71-72   (叶挺、节节胜利的原因P73）

(3)开展工农革命运动 P73



贰 国民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

4、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 P73

     反革命政变 失败原因  教训

5、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及统一全国 P72-73

      1927-1949   性质   张学良改旗易帜



叁 国共对峙的十年（1927-1937）
（土地革命时期）

1.南昌起义: P75 1927年8月1日 意义  （第一枪、军旗升起） 

2.八七会议:P76   指明方向、著名论断

3.秋收起义：P77 农村包围城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叁 国共对峙的十年（1927-1937）
（土地革命时期）

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P77 星火燎原

（1）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2） 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的理论内容有3点） 

（3）井冈山精神 ：P77



知识总结

失败 失败 发展

走西方人的路 走俄国人的路  走自己的路

洋务运动

地主阶级

只有
中国
共产
党才
能救
中国戊戌变法

  学日本
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
  学美国
民主共和

资产阶级

城市中心论
  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等

      井冈山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



叁 国共对峙的十年（1927-1937）
（土地革命时期）

5.古田会议：P78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P79

       红色政权 国共对峙

  



叁 国共对峙的十年（1927-1937）
（土地革命时期）

  7.长征 

(1)  原因、目的：P81 战略转移、北上抗日
(2)  长征过程：P81-83  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吴起镇+会宁会师
(3)意义P84：
 转危为安 长征精神  新局面（全民族抗日）



叁 国共对峙的十年（1927-1937）
（土地革命时期）

遵义会议 ：P82

力挽狂澜 生死攸关 转折点

确立毛泽东为代表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

中央领导地位 。

从幼年到成熟（独自处理党内事务）



知识总结

必须团结一切
可能的同盟者

认识到独立掌握革命
 武装力量的重要性 要结合国情 纠正“左”的错误

      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挫折时，能及时反思和正确应对，
                 带领广大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



肆 全民族抗战时期(1937-1945)
1.日本侵华事变：
(1)九一八事变: 1931年  P86  东北沦陷、伪满洲国、杨靖宇、 
中国抗日战争起点（局部抗战）、拉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
(2)一.二八事变：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 P87 
(3)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 全民族抗战开始  P91
(4)八.一三事变：日本进攻上海 淞沪会战爆发
(5)南京大屠杀:1937.12.13 南京沦陷 30万以上（重庆陪都）

启示：结合P95页课后活动题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以史为鉴、发奋图强、振兴中华



肆 全民族抗战时期(1937-1945)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1)抗日救亡的开始：
P87 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 

P88 一.二九学生运动（促进全国抗日救亡新高潮）

P88 中共发表“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P89 初步形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P92 正式建立：1937年9月《国共合作宣言》



肆 全民族抗战时期(1937-1945)

3.全民族抗战：
(1)正面战场：

P92 淞沪会战:打破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姚子清、谢晋元 

P96 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抗战以来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李宗仁

P97 武汉会战：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彻底破灭，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P98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在国内外产生积极影响

P99 豫湘桂战役：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一溃千里。

(2)敌后战场：抗日游击战、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



肆 全民族抗战时期(1937-1945)

3.全民族抗战：
(1)正面战场：

(2)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与指挥中枢是延安。

                     白求恩 、柯棣华 、左权（八路军牺牲最高将领） 、马本斋（回族）

P100 平型关大捷：主动对日作战第一个重大胜利  粉碎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

P101 抗日游击战：战略相持阶段，主要的作战方式是敌后游击战争 狼牙山五壮士

P102 百团大战：主动出击日军最大规模战役。彭德怀



肆 全民族抗战时期(1937-1945)

4.中共七大：P105 灯塔指引

政治路线  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 

5、抗日战争胜利：P106-107 1945年8月15日、 9月2日

(1)胜利原因：P107 共产党 中流砥柱 决定性因素

（用史实说明中共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P106

(2)伟大意义：P107最后一段



伍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1.重庆谈判：P110 目的（国、共）、双十协定、（老）政治协商会议   2.国民

党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6月  P111

3.解放区军民的自卫反击：粉碎全面进攻、粉碎重点进攻 P111-112

                                        著名论断、主要方式、目标 、原则方针

4、战略进攻：1947夏刘邓挺进大别山，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   P115

5、战略决战：三大战役 P116-117

辽沈（攻占锦州切断退路）淮海 （人民群众小车推出来）平津（北平和平解放）

6、胜利：渡江战役（钟山风雨）解放南京 国民党败退台湾

7、用史实说明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精讲本P55)

合作到对立



时空定位

1949 1953 1956 1957 1966 19761978 至今

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
过渡时期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

过渡时期（1949-1956）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巩固
② 工业化的起步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① ② ③ ④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



壹 过渡时期（1949-1956）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巩固
①成立：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P2-3
                    （内容、《共同纲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标志：开国大典（意义——新纪元、站起来了）P4-5
② 巩固：西藏和平解放（P5意义）
              抗美援朝(目的P8、志愿军P8、抗美援朝精神P11、意义P11
土地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P14-15） 
2.工业化的起步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①一五计划：1953-57年底 、基本任务、成就、意义 P18-20 
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根本政治制度、1954年宪法 P21）
③三大改造：农、工（走合作化道路）、商（公私合营、赎买政策）
                   意义P26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知识总结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八上P78打土豪、分田地；

抗日战争时期：八上P102 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解放战争时期：八上P114《中国土地法大纲》 耕者有其田。

新中国成立后：八下P13-1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农民成为土地主人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八下Ｐ23三大改造（农民土地所有制改为公有制）

改革开放后：八下P39-38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贰 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1956-1978）

① 1956-1966 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良好开端：《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主要任务） P27
三大失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教训和启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P30-31

② 1966-1976 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概况: 教训与启示P30
文革期间的建设成就：P31

③ 1976-1978 徘徊时期：
”两个凡是”、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P34



叁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至今）

①伟大的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政治、组织 、历史性决策 P35-36
拨乱反正：刘少奇、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完成、恢复高考P36-37
②经济体制改革：
农村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安徽凤阳小岗村 P38-39
城市的改革：重点改革国有企业、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 P39-40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中共十四大
③对外开放：
开放的格局：“请进来”特区—沿海城市—经济开放区—内地
加入世贸组织：“走出去”对外开放新阶段 2001年12月 P44



叁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至今）

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邓小平理论：P46-47
十二大提出理论、十三大初级阶段理论、南方讲话、十五大写入党章
三个代表：江泽民、中共十六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P48
科学发展观：胡锦涛、中共十八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P48-4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 十八大开启 中共十九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P50-51
⑤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中国梦基本内涵P53、两个百年奋斗目标P5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P54-55
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成就：P55-56 
中共十九大总结的重大成就和经验：P57
中共二十大：P57战略谋划、“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全面部署



知识总结

重大事件：

五四运动（开端）、党的诞生（日出东方）、南昌起义（第一枪、军旗升

起）、井冈山根据地建立（星火燎原）、遵义会议（力挽狂澜）、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共七大（灯塔指引）、渡江战役（钟山风雨）。

重要地点：

上海、嘉兴南湖、南昌、井冈山、瑞金、遵义、会宁、延安、北平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知识总结
革命精神：

五四精神、红船精神、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

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西柏坡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开拓进取精神；依靠群众和团结统一

的民主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八下国史：抗美援朝精神P11 铁人精神P31 雷锋精神P32红旗渠精神P32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



知识总结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

八上：中共一大（党的诞生）、中共二大、中共三大、遵义会议（力挽狂

澜、生死攸关）、八七会议、古田会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瓦窑堡会议、中共七大（灯塔指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P117 进京赶考  

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西柏坡精神）

八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共八大、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一大到中共二十大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



知识总结
政治制度：

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

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

经济建设成就：

一五计划成就：P19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成就（1956-1966年）P30-31

文化大革命成就（1966-1976)P31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成就：P55-56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
初心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的原则（从国情出发、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