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课  新民主主义革命 

【基础要点梳理】 

1、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嘉兴召开，完成了建党任务；1922 年，中共二大制定

了民主革命纲领；1923 年中共三大，明确了同国民党合作的策略；1935 年，遵义会议，标

志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1937 年，洛川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5 年，中共

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1949 年七届二中全会，首次提出把中国从农业

国变成工业国的总任务。 

2、国共第一次合作是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忽视了对革命和武装的

领导权；第二次合作是党外合作，两个战场相互配合。 

3、解放战争爆发的标志是 1946 年 6 月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反攻标志是 1947 年 6

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1948 年 9 月—1949 年 1 月先后进行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

平津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主力，1949 年 4 月，渡江战役，解放南京，推翻了国民党政

权的统治。 

【重点难点突破】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的必然性 

⑴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使然。中共代表全中国广大人民的

利益，决心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⑵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都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民族矛盾下降，阶级矛盾重新上升为中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切斗争必须服从于这个主要矛盾的变化。 

⑶虽有和平谈判，但国民党是“假和平、真内战”；共产党方面抱着十分的诚意，同时，也

没有放松战争的准备。 

⑷二战结束后的国际大气候，美国奉行杜鲁门主义，支持存在共产党的国家的反动政府，以

消灭该国共产党。所以，美蒋勾结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不可避免。 

 

 

【高考真题演练】 

1．（2016 年天津卷，9）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后，中共中央于

1947 年 2 月 1 日发表声明：“对于 1946 年 1 月 10 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

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

决不担负任何义务。”这一声明 

A．说明中共“另起炉灶”方针开始实行        B．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体现 

C．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历史            D．认为国民党政府是在出卖国家利益 

2．（2020 年新课标全国卷 II，29，4 分）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国民党中

央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我们的党不得不秘密起来„„这所谓国民政府是什么?他从革

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军阀的工具。”由此，中国共产党 

A．阐明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              B．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方针 

C．批判“左”倾错误的危害性              D．动员工农红军进行战略性的转移 

3．（2020 年江苏卷，10，3 分）1927 年 11 月 1 日，在时任中共中央农运委员会书记、江苏

省委负责人王若飞的组织领导下，宜兴县各路农民队伍举行暴动，宣告成立宜兴县工农兵苏

维埃政府。随后江阴、常熟等地共产党人先后暴动予以响应。这一革命斗争重在 

A．推动国民革命运动进程                  B．开辟武装夺取政权道路 

C．尝试开展中心城市暴动                  D．探索建立农村革命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