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和国的年轮 
        --1949以后） 



近五年高考题分析研究 
项目 全国Ⅰ卷 全国Ⅱ卷 全国Ⅲ卷 命题角度 

2018 
漫画--开采矿产 
【一五计划】 

漫画--两把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乡镇企业业分布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考情分析：31题基本在共
和国史上，聚焦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考点分布：50-70年代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
（一五计划与计划经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和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考查方式：唯物史观 

考查趋势：一五计划、社
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同
时期的外交政策及调整；
社会生活变迁。 

2017 

 
1990年计划与市场的关
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77-2001年教育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教】 

1954婆媳上学图 

【新中国初期的文教】 

 

2016 

1965年外贸数据 

【新中国初期外交】 

 

 住宅投资比重 
【一五计划】 

1980年粮食产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015 

一五期间中美英工业比
较 

【一五计划】 

 

1952年俄语热 

【一边倒】 

 

2014 

一五粮食计划供给 

【计划经济】 

 

1953年统购统销 

【计划经济】 

 



阶段性特征 

  过渡时期 
(1949—1956年) 

二十年探索时 
（1956—1976年） 

政治 三大政治制度确立。确立了社
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民主法制遭到破坏，个人崇拜盛行，
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 

经济 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初步
建立；开始了一五计划，奠定
了工业化的基础。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文革”使经
济遭到更大的破坏。 

文化 “双百”方针 
文教发展。 

国防科技和农业科技取得突出成就；
文艺和教育事业受到重大冲击。 

外交 “一边倒” “两个拳头打人” 
“一条线、一大片” 



• 改革开放前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发展 

• 关键词：三大民主政治制度、两部宪法、“文化大革命” 

• 基础清单 

• 1. 三大民主政治制度 

• (1) 政治协商制度：初步确立、正式确立、初步发展及职能转变、意
义。 

• (2) 人民代表大会制：确立、职权(立法权、监督权、人事选举任免权、
重大事项决定权)、历史意义。 

• (3)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含义、历史依据、法律依据、作用。 

• 2. 两部宪法：《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特点、地位。 

• 3. “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践踏：表现(宪法和法律遭到破坏；
党组织的破坏；政治制度的破坏)、教训及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和特点 
1、本质： 
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做主，真正享有管理国家
事务的权利。 
2、特点： 
①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和保障公民政
治权利的主要形式； 
②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中国
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代表团结在
一起。 
③根据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建立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
间的平等关系，并建立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正确关系。 
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少数民族当家做主。 



改革开放前共和国的经济建设 

• 关键词：“一五”计划、三大改造、中共八大、“三面红旗”“八字”
方针 

• 基础清单 

• 1. 社会主义工业化：条件、实践结果。 

• 2. “一五”计划：原因、目的、特点、成就。 

• 3. 三大改造：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目
的、主要途径、特点、影响。 

• 4. 中共八大：内容、影响。 

• 5. “三面红旗”：全面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
动实行的原因、特点、危害。 

• 6. “八字”方针：背景、内容、作用。 



统购统销政策 
（1）原因： 
 ①一五计划，保证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②配合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③严峻的粮食供需矛盾，社会经济生活受到影响。 

 2）过程： 
1953年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
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标志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正式出
台。 
1953年11月开始实行油料计划收购和食油的计划供应。 
1954年9月实行棉布计划供应、棉花计划收购。 
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
统购统销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统购统销政策 
（3）内容： 
①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 简称统购) 的政策, 统购价格及
统购粮种均由中央统一规定。 
②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 简称统销) 的政策。 
③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 并严禁私
商自由经营粮食。 

（4）特点： 
①从农副产品到粮棉； 
②从农村到城市； 
③呈现阶段性。 



统购统销政策 
（5）影响： 

  积极影响 
 ①粮食统购统销的实施，维持了物价的稳定。物价的稳定意
味着国家能保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才能实现大规模的工业
建设的投资计划 
 ②统购统销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③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 

  消极影响 
 ①统购统销强化了城乡二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
的贫困与落后 
 ②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不良影响 
 ③统购统销催生了票证制度，带来一些消极后果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外交成就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的外交、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 

基础清单 

1.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1) 外交方针与政策：背景、内容、意义。 

(2) 重大外交活动：表现及意义。 

(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过程、影响。 

2.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交 

(1)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背景、意义。 

(2) 中美关系正常化：背景、过程、影响。 

(3) 中日建交：背景、影响。 



1949至1978年中国外交的特点、原因及目的 
20世纪50年代： 
特点：一边倒 
原因：两极格局对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采取孤立                                                                                          b、封锁政策； 
      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 
目的：维护国家独立，巩固新生民主政权； 
      打破封锁、孤立，恢复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安全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 
特点：“一大片”，反对美苏争霸 
原因：美国利用台湾和侵越战争威胁中国，中苏关系恶化； 
      50年代中期有更多的国家摆脱殖民枷锁而独立 
目的：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积极创造经济发展的有利国际环境。 
 



20世纪70年代 
特点：改善与美国等国家的关系 
原因：美苏争霸，美守苏攻；苏联陈兵中苏边境；中美
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要求 
目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牵制和对付苏联的
威胁 



•  改革开放前共和国的文化发展 

• 关键词：“双百”方针、“两弹一星”、杂交水稻、“上山下乡”、
样板戏 

• 基础清单 

• 1. “双百”方针：背景、内含、实践结果。 

• 2. “两弹一星”：基本史实(时间、科学家)、意义。 

• 3. 杂交水稻：袁隆平、意义。 

• 4. “上山下乡”：危害。 

• 5. 样板戏：危害。 



50年代院系调整 
    1、原因： 
      （1）缺乏工业建设所需的大量专门人才。 
      （2）实行“以俄为师”、“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3）收回国家教育主权的需要。 
      （4）高等学校的地区分布不均衡。 
   2、特点： 
      （1）私立和教会高校退出 
      （2）仿照苏联模式； 
      （3）人文社科被限制 
      （4）高校部分教学权利收归教育部； 
      （5）拆散民国大学体系；      
      （6）思想改造 



50年代院系调整 

3、评价： 

积极： 

（1）建立起了全新的高等教育制度,使大学和学院适应了国家建设的需要。 

（2）院系调整奠定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3）对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进行统一配置,使全国有限的办学条件得

以充分利用,因此院系调整提高了办学效益。 

（4）有效地改善了高等院校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并由此而导致的地区分布

不均的局面,促进了内地的教育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 

（5）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对新中国的工业化

建设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50年代院系调整 

3、评价： 

消极（1）调整使得文理分割，理工分家，综合大学名存实亡，不利于新兴

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 

（2）仿效苏联模式，批判“通才教育”，强调“专才教育”，在专业设置

上一味追求专而细，使得高等学校毕业生知识面过于狭窄，不能适应新科

技的发展需要。 

（3）院系调整之后高度集中统一的人才培养模式禁锢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发

展,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培养。 

（4）拆散了一些著名教授相对集中、办学颇有特色、在国际国内都很有影

响的一流大学的部分系科和专业，削弱了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科研

实力，降低了我国大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 



阶段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
社会主义  建设成就最突出的时期。       

政治：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得到恢复和发展，“一国两制”促进了祖国统
一大业的发展，外交领域成就突出。  
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
放范围上不断扩大，层次上不断深化，逐渐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格局。  

 文化：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
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思想指南。科技、教育、文艺等全面繁荣，生活时
尚、思想开放成为新时期人们精神面貌的主要特色。  



• 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及外交 

•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善民主政治与法制、祖国统一、多边外
交和区域外交 

• 基础清单 

• 1. 十一届三中全会：背景、内容、意义。 

• 2. 完善民主政治与法制：措施和成就。 

• 3. 祖国统一：理论：“一国两制”；实践：香港和澳门恢复主权；成
果：九二共识、两岸“三通”。 

• 4. 多边外交：背景、方针、表现。 

• 5. 区域外交：背景、方针、表现。 



2.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特点、成因及作用 

(1) 特点：全方位、“无敌国”外交。 

(2) 原因：①20 世纪 80 年代，美苏关系缓和。②第三世界发展壮大等国际形势

发展的需要。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④20

世纪 90 年代，两极格局终结，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的过渡时期，多极化趋势继续

发展。 

(3) 作用：我国同周边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赢得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国

际舞台上，中国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同时，广泛外交活动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飞速

发展。 

** 



• 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 

• 1. 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从本质上看都是国内政策的延伸，它主
要受三个因素的制约：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 

• 2. 中国外交政策的“变”与“不变” 

• (1) 维护核心利益的根本目的不变。始终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
障国家的发展；但侧重点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所改变，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经济外交”的比重明显增
加。 

• (2) 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没有变，但表现形式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变。
具体表现为从“一边倒”联苏抗美，到“一条线”联美抗苏，发展到
新时期的不结盟。 



• (3) 和平共处的基本准则没有变。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
与合作的政策没有变。 

•“变”与“不变”体现新中国外交的原则性、灵活性和务实
性。 

• 3. 启示：外交政策和活动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弱国无外交；
尊严来自实力。  



中苏关系 

1.同志加兄弟（1949-1960）  
表现： 
《中苏同盟互助条约》、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朝鲜战争。 

原因： 
①战后两大社会阵营形成，美国奉行的反共政策； 
②中苏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一致。    

影响 
①苏联在各方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援
助，为新中国恢复与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②但中、苏关系中也隐含着许多消极因素，为此后中苏关系的恶
化埋下了祸根。 

国际格局下的中国外交 



中苏关系 

2.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  

表现：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让中共不悦；1958年长波电台和联合

舰队事件；1960年召回苏联专家；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 

原因： 

①两党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上的分歧 ； 

②从两党关系破裂到两国关系的恶化；   



中苏关系 

3.走向“正常化”（1979～1991）  

表现： 
1982年勃列日涅夫发表“塔什干讲话”；1985年苏军减少在中苏、中蒙
边境的驻兵；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      

原因： 
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之后，中国对对外政
策进行了全面调整； 
②“三大障碍”的消除 
（苏联在蒙古和中苏边界部署重兵；苏联出兵干涉阿富汗;，苏联支持越
南侵略柬埔寨） 



近代以来国际视野下的大国外交——中美关系 

1.追随英法，染指中国（1840—1899） 
表现：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1958年《天津条约》 
原因：当时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无法与英国等资本主义强国相
抗衡，因此采取了追随侵略、从中牟利的政策。  
2.门户开放，独立侵华（1899—1927） 
表现：1899年“门户开放”政策。 
原因：当时美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在侵华
问题上与其他国家争夺激烈。美国采取这一政策，以求在经济上
率先进入中国市场。 



近代以来国际视野下的大国外交——中美关系 

3.中美合作、共同抗日（1937-1945） 
表现：援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 
原因：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共同抵御法西斯的侵略  
4.扶蒋反共，控制中国（1845—1949） 
表现：扶蒋反共。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原因：战后国际格局的演变，两大阵营形成。美国从中国攫取了
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最终形成美国独
霸中国的局面 



 5.遏制中国，全面对抗（1949-1972） 
表现：美国对华政策以孤立、封锁、包围和敌对     
原因：美国在战后成为世界霸主，采取了全球扩张政策，企图控
制全世界；它对资本主义世界采取以稳定为主的政策，由于意识
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它对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遏制和
敌对的做法 

6.走向和解、中美建交（1972-1979） 

表现：基辛格访华、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 
原因：20世纪70年代在苏美争霸过程中处于劣势，侵越战争陷于
泥潭，经济由“黄金时代”进入“滞胀”状态 



近代以来国际视野下的大国外交——中美关系 

7.时而紧张、时而缓和（1979以后） 

表现：双方在广泛的领域开始了合作关系，但台湾问题、朝鲜问

题、双边贸易仍然存在很大的摩擦 

原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国际舞台上

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上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国便开始

以中国作为它的主要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