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讲：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土地革命至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

（1927—1949） 

从南昌起义到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独立
领导武装斗争的时期，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
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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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南昌起义：1927，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2、八七会议：1927，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民族工业：迎来较快发展。 

毛泽东思想：1927年，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开创了
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发表三篇文章，标志毛泽东
思想形成。 

4、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1931，瑞金 

3、秋收起义：1927，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出
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理。 

6、红军长征：1934.10—1936.10，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为代表的
党中央正确领导。1935.10红军到达陕北，以延安为中心，建陕甘宁根据地 

7、西安事变：1936.12.12  张学良、杨虎城 

5、九一八事变：1931，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
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集中力量“围剿”红军。 

日本经济掠夺和美国经济侵略 

国共十年对峙（土地革命时期  1927—1937） 



国共的十年对峙（1927～1937年）： 
国共两党所代表的两条现代化道路公开对峙时期。  

• 经济： 
• 1、国民政府推动了经济现代化：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1927～1936年，民族工业显著发展。    
• 2、官僚资本形成，带来不利影响。 
• 政治： 
• 1.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国民党

“围剿”红军----对日由“不抵抗” 到“攘外必先安内”，再
到联共抗日 

• 2.中共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方针----开创工
农武装据道路（南方革命根据地）----被迫长征，遵义会议，
幼稚走向成熟；---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 3.日本开始局部的侵华战争：1931九一八；1935华北事变 
• 4.社会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日益转向民族矛盾。政治局面从

分裂对峙走向联合抗日（西安事变：扭转时局）。  
• 思想： 
• 毛泽东思想形成：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

命思想。 



1927－1937年：国共十年对峙时期  

①屠杀与反屠杀：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1927年9月，

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 

②“围剿”与反“围剿”：1930年到1933年，蒋介

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五次“围剿”，其中第五次反

“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1934～1936） 

③政权的对峙：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 

              共产党——瑞金苏维埃政府 

设问：国共十年的对峙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什么影响？ 



        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分裂首先是造成两兄弟之间长达10年
之久的血战，连年不断的“剿共”战争第一次种下了两党之间
仇恨的种子。其次，国共两党分裂并未使国民党自身得到好处，
而却形成四分五裂、派系纷争的局面。而当时具有相当实力的
四派军阀在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下展开长期的混战。战争造成
了对中国经济的深度破坏，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给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国民党右派分裂行径的
最大恶果是招致了日寇趁机入侵中国”，而国民党当时奉行
“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进一步纵容了日寇对中国的入侵。 

         ——常传毅《关于和战的记忆碎片———国共两党和与
战的关系》 

国共十年对峙的恶果 



阶段线索 

4、国共关系：由对抗走向合作 

3、中共：从参加革命到独立领导革命。 

1、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国共）为主变为以民族矛
盾（中日）为主（1935华北事变） 

2、国民党：由国民党新军阀取代北洋旧军阀的统治，
建立起一党专政（性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 

从幼稚走向成熟。 

革命中心从城市转入农村，革命区域从南方转到北方。 

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 

1927—1937 



解读阶段特征 20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全面近代
化时期，概述这一阶段近代化主要表现。 



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时期  1937—1945） 

政治  

 

经济 

文化 

表二 

1、日本侵略：1937，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南京大屠杀。在中国
东北三省成立专门研究细菌战的“七三一部队”等。 

2、民族抗战：1937.9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出现两个战场抗战的局面：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淞沪会战、太原
会战、武汉会战等；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在抗战的相持阶段，
敌后战场称为抗战的主战场；1940年，百团大战。 

（1）日本采用“军事管理”“委托经营”等方式对沦陷区工矿业进行掠

夺与控制。 

毛泽东思想确立 

3、抗战胜利：1945.8，抗日战争进入了大反攻阶段。苏联红军出兵中国
东北，美国投放原子弹。1945.8.15，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 

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45 中共七大 

民族工业萎缩，受到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的重压 

（2）日本控制和垄断了占领区的金融和内外贸易，对各类物资实行严格

管控。 
（3）官僚资本在国统区垄断经济命脉，压榨民族企业。 

《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标志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国共内战（解放战争时期  1946—1949） 

政治  

 

经济 

文化 

表三 

1、战略防御：1946.6—1947.6     
1946.6蒋介石调兵进攻中原解放区标志内战爆发。中国制订的以歼灭敌人
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1947.2 国民党停止全面进攻，进行重点进攻，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 

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完善：《论人民民主专政》，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
做了政治理论准备。 

3、战略决战：  1948—1949   济南战役揭开战略决战的序幕。辽沈、淮

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战场上的主力，
解放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以北广大地区。  

2、战略反攻：1947.6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三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开辟了广大的中原解放区。  

6、1949.9  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4、国民党政权的垮台：1929.4 渡江战役，南进解放 

民族：工业陷入绝境 

5、七届二中全会：1949.3  河北西柏坡：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
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