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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背景： 

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
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运动不断高涨。 

①1905年同盟会纲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②“三民主义”的刊出：
《民报·发刊词》将同盟
会纲领阐发为“民族、民
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 



内容： 

项目 内容 意义 

民族主义 

（民族革命） 

【前提】 

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两项内容，即以革命暴力推翻
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争取实现
民族的独立自主。 

把反清与建立资产
阶级统一的民族国
家结合起来，反映
了时代要求。 

民权主义 

（政治革命） 

【核心】 

“创立民国”，即进行政治革
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
阶级共和国。 

从理论上解决了革
命政党迫切需要解
决的夺取政权与建
立政权的问题。 

民生主义 

（社会革命） 

【发展】 

“平均地权”。具体办法是：
核定全国地价，现有地价归原
主所有，革命后因社会进步所
增涨的地价归国家所有，由国
民共享，做到“家给人足”。 

反映了孙中山维护
广大人民利益的 

美好愿望和对世界
潮流的敏锐观察。 

三民主义 



评价： 

性质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描绘的振兴中华、实现近代
化的蓝图，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意义 ①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民主政治的追
求和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反映了中国人
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愿望，代表了时代
前进的方向。 

②三民主义在辛亥革命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成为鼓舞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旗帜。 

局限 ①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从
“民族主义”中得出） 

②三民主义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从
“民生主义”中得出） 



新三民主义的提出 

背景 1、孙中山思想的转变 

2、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旧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 

民族 
主义 

“反满”，矛头指向
清政府 

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 

民权 
主义 

  抽象地提出“自由、
平等、博爱” 

主张普遍平等民权 

民生 
主义 

只有“平均地权”政
纲 

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
者有其田”、改善民生的主张 

内容 

意义 新三民主义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和国民革命的旗帜 

新旧三民主义的比较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捍卫民主共
和制度，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
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都告失败。
逐渐认识到真正的革命力量在广大
群众之中。 

原因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
帮助。 

①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
建议，毅然改组国民党； 表现 

孙中山思想的转变 

内因 

外因 

②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
策 



时间 

内容 

1924年1月，广州。 

①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言》，对三民主义做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
（提出新三民主义）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②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工人、农民、民族资
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③大会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实行党内合作） 

意义 标志国共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是正式建
立。国民革命运动由此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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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毛泽东的家乡 

五四时期的毛泽东 

秋收起义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成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http://cn.chinagate.cn/culture/2009-05/05/content_17725032_5.htm


1、历史背景： 

①时代需要： 

②阶级基础： 

③思想基础： 

④实践基础： 

⑤国际条件： 

毛泽东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和革
命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 

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
仁人志士的系列探索均告失败。 

五四运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的
广泛传播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和实践 

结论： 



时  期 标  志 代 表 作 品 

  

  

开始萌芽 
1921-1927 

 形成时期 
（井冈山时期） 
1927-1934 

 走向成熟 
（延安时期） 
1935-1949 

新的发展 
（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 

积极投身于改造
中国的革命实践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12.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3. 

开创“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道路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5. 

《井冈山的斗争》1928.1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1. 

新民主主义革命
理论的完整阐述 

《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1936.12. 
《矛盾论》《实践论》1937.7—8. 
《论持久战》1938.5.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12. 
《 新民主主义论》40.1. 
《论联合政府》1945.4. 

对中国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道路
的探索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6. 
《论十大关系》1956.4.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6. 

2、发展进程： 



3、历史意义： 

③毛泽东思想将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发挥巨
大和长远的指导作用。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是中
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  

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
神财富。 

②毛泽东思想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是社
会主义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是建设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和理论先导。 



文革时期流行的毛泽东纪念章 

毛泽东纪念章陈列馆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
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
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
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
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
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
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
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
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
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
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
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
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
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背景： 文革”结束，百业待兴；“左”倾错误的束缚。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上发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
看》的讲话——创建新理论的宣言书 

标志： 

1、邓小平理论： 



形成与发展： 

阶段 时间 内容 意义 

形成 
十一届三 

中全会 

《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团结一致向
前看》的主题报告 

第一次比较系
统地回答了
“什么是社会
主义，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
的根本问题。 

发展 

 

南方谈话 形成体系 

十四大 完善体系 

十五大 指导思想 

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南方谈话” 

背景 

① 20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东欧剧
变，苏联解体，国
际风云变幻； 
②中国改革开放后，
计划经济体制仍在
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内容 

①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②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 
③强调判断各项事业是非得失的标准（三个是
否有利） 
④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⑤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
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
同富裕 
⑥ 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
道理 



意义 

①南方谈话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地回答了长期束
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
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②南方谈话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奠
定了理论基础。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背景： 

内涵： 

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际国内形势都
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怎
样完善自身、与时俱进的新问题。以
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
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①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
产力的发展要求。 

②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 

③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
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
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
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
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
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
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2012.11.8.中共十八大《报告》 

3、科学发展观 



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小结： 

理论成果 意     义 备  注 

三民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思
想 

资本主义 
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 
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
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
的理论体
系 

邓小平理论 
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回答了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 

“科学发展观” 
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
科学回答。 



 

 

 

 

 

 

 

 

 ——2012.11.8.胡锦涛中共十八大《报告》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 
认识真理永无止境 
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认真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2017·海南高考·10）1910年，清政府设立资政院“以

立议院基础”。资政院议员部分由皇帝钦定，部分由选举产生。

其职责包括议决国家军政大事、审议财政预算和修订法律等，

议决事项须“具奏，恭候圣裁”。此次改革（  ） 

 A．实践了英国式君主立宪制            

 B．加强了皇帝个人的独裁统治 

 C．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D．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链接 

高考 

C 



   （2015·上海高考·24）在清末的学堂里，学生经常聚看、

传阅不同政见的书报，其中“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

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变法之本，在于育人才；人才

之兴，在开学校”应该分别出自(  ) 

 A．《民报》、《时务报》            

 B．《民报》、《天演论》 

 C．《天演论》、《时务报》         

 D．《海国图志》、《天演论》 

链接 

高考 

A 



   （2015·海南历史·15）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按《中华

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实行总统制，赋予总统很大权力；

其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对总统权力做出严格限制。这

一变化主要反映出当时 

 A.立法服从于政治 

 B.行政服从于司法 

 C.从人治走向法治 

 D.民主政体臻于完善 

链接 

高考 

A 



   （2015·全国卷I·29）《申报》“时评”栏目曾评述说：

“今之时局，略似春秋战国时之分裂。中央政府之对于各省，

犹东周之对于诸侯也，南北相攻，皖直交斗，滇蜀不靖，犹诸

侯相侵伐也。”这一时局出现在 

 A.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B.义和团运动时期 

 C.辛亥革命时期                         

 D.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链接 

高考 

D 



   （2017·浙江高考·11）20世纪使革命的世纪，一场故前

所未有的国民革命曾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这场革命运动的

“旗帜”是(  ) 

 A．“民主共和”                           

 B．“革命统一战线” 

 C．“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            

 D．“工农武装割据” 

链接 

高考 

C 



   （2016·天津高考·7）直到1917年初，《新青年》在答读

者问时还这样写道：“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

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

也。”《新青年》之所以这样回答，主要是因为(  ) 

 A．尚未看到社会主义实践成果          

 B．中国经济落后于欧洲 

 C．社会主义理论学派复杂              

 D．对社会主义持怀疑态度 

链接 

高考 

A 



   （2016·海南高考·18）1919年7月，进步报刊《每周评论》

提出：“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一面„„是要靠自己

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同

时期的《南开日刊》宣称：“只要有干涉政治的决心，不怕政

府不顺从民意。”这表明当时(  ) 

 A．知识阶层具有参与政府管理的意识 

 B．广大民众开始拥有决定国家政策的权力 

 C．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方式有了新认识 

 D．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 

链接 

高考 

C 



   （2015·江苏高考·13）邓小平说，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

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无论怎么样

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

民，不会是资本主义。这一讲话应该出现于(  ) 

 A．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之际           

 B．浦东开发与开放之时 

 C．“南方谈话”发表之后             

 D．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初 

链接 

高考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