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代史

1949——1978



主要阶段

●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伟大成

就的历史

●1949——1956过渡阶段完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

●1956——1966全面建设十年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1966——1976文革十年——1978两年徘徊

●1978——至今改革开放新时期



1949——1978年

1、新中国建立（1949.9 召开政协会议颁布《 共同纲领》 标志政治协商

制度初步建立，代行全国人大的职能）

2、政治制度的建设（1949——60年代）政治协商、人大、民族区域自治。

1954年第一届人大召开（体现了民主社会主义原则）

3、外交 初期外交

背景：两大阵营对峙，美国敌对中国，亚非拉国家宣布独立，综合

国力弱

任务：打破美国的封锁，为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创造条件



●方针：根本方针独立自主；另起炉灶（不承认国民政府屈辱外交，改变双

半地位）

打扫屋子再请客（帝国主义特权、势力）

一边倒（坚定的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成果：第一次热潮（与17国建交，8个国家承认中国，1950《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

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背景：朝鲜，苏联，一五）特点包容

性平等性开放性，标志外交走向成熟

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4印 度支那问题（意义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

加国际会议，提高国际地位声誉）

万隆会议1955  亚非拉独立，提出求同存异，防止会议误入歧途打

消对中国的误解。



●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 美国入侵越南1961——1975 中苏关系恶化

国内备战备荒（一三线建设反美帝打苏修，一大片）64——78；1964年

法国建交

●70年代多极化趋势加强，文革时期两弹一星。成果：恢复联合国席位71年

中美关系正常化79年建交



经济1949——1978

恢复国民经济（前三年）土改，稳定物价，没收官

僚资本，建立国营企业

●1、过渡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起步（后四年）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

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

过渡时期。） 主要任务:一化三改 1953——1957 



●一五计划：国家投资有组织有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分布在东北地区，改

变工业落后的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

●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

关系，标志者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初步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

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

●弊端：投资总额扩大，财政紧张；过急过快，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单一的

公有制经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调动积极性。



全面建设十年（1956——1966）
●背景：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破除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思想。社会主义制

度建设热情高涨，夸大主观能动性，左倾错误

●1956年《论十大关系》标志中国自我探索的开始

●1956年中国八大，主要矛盾：先进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主

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方针：稳步前进

●1958年总路线：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人民公社化与大跃进运动 国民经济困难

●特点：政社合一，一大二公，一平二调



●调整时期：1959——1961年经济困难，1960年八字方针 1962年七千人

会议调整 1971年周恩来调整经济 1973年国民经济复苏

●科技

两弹一星（1964、1970）中国开始进入航天时代

文化

双百方针 1956年



现代教育

●人民教育奠定基础 （1949——1956） 公办 面对广大人民

措施：收回教育自主权，49年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总体教育方针

全面发展，全日制半工半读，50年代中期高校调整，成立专门学校成

立扫盲班工农速成班

●文革时期：学校停课，知青上山下乡，70年代初招工农兵学员



练一练

●1.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曾说:“《共同纲领(草案)》是经过了筹备会多次的

周详讨论的，在大会开幕以前来到北平的六百多位代表也曾经分组多次的

研讨，六百多位同仁之中，可以说是很少很少没有发言的，也更很少发言

不被重视的;凡是在目前紧要的、能够办得到的建议，都是被采纳的。”这

说明《共同纲领》的制定（ ）

●A.充分体现了民主协商精神 B.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

●C.确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 D.体现了各阶级的根本利益

A



●2.(2020・荛湖市高三模拟)2020年6月8日，在宁夏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

说:“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我们都是携手并进”。

以下史实中，标志着祖国大陆获得统一，各族人民实现大团结的事件是

（ ）

●A.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B.西藏的和平解放

●C.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D.土地改革的完成

B



●3.(2020・济宁市高三一模)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曾说:“我们的对外关

系中，有切身利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华侨问题，一个是边界问题。我们

同周边国家都有边界纠葛，解决好这个题是十分重要的。”为“解决好这

个题”，中国政府（ ）

●A.倡导召开亚非国际会议 B.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C.倡导召开日内瓦会议 D.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D



●4.(2020・玉溪市高三三模)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

球锦标赛上，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员的互动，推动了“乒乓外交”。1972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这说明“乒乓外交”

（ ）

●A.加速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

●B.推动了两极格局的瓦解

●C.开启了中美两国的民间交往

●D.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A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对精减职工工作进行了部署。精减的对象主要锁定

在“1958年1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

学徒和正式工)，而原先就是城市居民的职工，不论新老，一般的都不精

减”。这种精减安排意在（）

●A.纠正工作中的右倾错误

●B.稳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C.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D.推动了农村城镇化进程

C



●8.(2020・兰州市高三一模)1973年，我国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物资如

砂糖时，不是像往常那样直接购入现货，而是先购入期货，再购人部分现

货，待到砂糖价格大幅度上涨后，再将期货抛出。这样，既完成了购买任

务，又为国家赚取了外汇。这反映出当时我国

●A.对外经济工作出现新气象

●B.摆脱了原有经济模式的束缚

●C.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趋势

●D.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A



●1957年，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区分

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

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作出这一论断主要是为了

●A.加快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B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统一战线

C.调动各阶层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

D.完社会主义各项民主制度

C



● .[2020・广东学庆三模20世纪80年代，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搞了一条

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

这个战略。”这改变的突出特点就是不再强调与美国结成共同抗苏的战略

关系，但同时也并非重建中苏同盟。影响中国战略改变的主要因素是

●A.中苏关系恶化

●B.中美关系正常化

●C.经济建设的需要

●D.日本和欧洲崛起

C



●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从1962年开始，铁道部、外贸部联合开通“三超快

车”，把货物从内地不同省市经深圳运抵香港和澳门，保证港澳市场蔬菜、

鱼、肉等农副产品供应稳定，这一政策长期实行，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这

说明

●A.香港和澳门得到祖国强有力的支持

●B.港澳地区与内地经济联系十分紧密

●C.港澳地区成为内地对外贸易的窗口

●D.“一国两制”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