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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职工
运动议决案》指出:“工人阶
级应该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
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
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
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
市政府。”材料表明当时中
共中央(  ) 
A.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    
B.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
模式 
C.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影响    
D.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
命道路 

B 
1927年三大起义： 
城市中心论 



（2017·上海高考·16）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建军的标志性事件
是(  ) 
A．北伐战争      B．南昌起义       C．遵义会议       D．渡江战役 B 
（2012·北京文综卷·18）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将每年8月1日定为(  ) 
A．国民革命军军人节          B．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C．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纪念日     D．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B 

（2010·重庆文综·18）《中共八七会议告全体党员书》指出：“我们的党公开承
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
量。”这里谈到的错误，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  ) 
A．放弃了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         B．采取了“左”倾冒险主义方针 
C．放弃了民族革命战线的领导权       D．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A 
                 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汉口。 

 内容：清算右倾错误，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决
定发动秋收起义. 

 意义：给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变迁  
1.萌芽于大革命时期（1924—1927年）。    
2.人民军队创立的标志：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工农革命军军旗，这是共产党领导
的军队的第一面军旗。）    
3.工农革命军（1927—1928年）。1927年由毛泽东组建于江西，时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一军第一师，这支队伍参加了湘赣边的秋收起义，失败后上井冈山。    
4.中国工农红军（1928—1937年）。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简称
红军。1928年由工农革命军改编而来。    
5.八路军、新四军（1937—1945年）。它们分别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革命军新
编第四军的简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经过国共两党的协议，把西北红军主力
改编为八路军，把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它们名义上归蒋介石政府领导，
事实上是中共独立领导的军队。    
6.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现在）。从抗日战争后期起，有人开始称八路军、新四军和
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军，指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这是对解放军的最早提
法。后来，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把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民主联军称为人民
解放军，直到今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工农武
装割据 土地革命 

根据地建设 

武装斗争 
思想内涵 

军事保证 

核心内容 

主要依托
经济保证 

① 井冈山根据地巩固扩大； 1930年，全国建立十几个根据地，革命武装十万人 
②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生产，粉碎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 ； 
③ 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 
④ 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 

毛泽东在实践和理论上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是工农民主政权；标志中国境内存在着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 

中共领导是前提  



• 中国革命要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无产阶级
力量不够强大；同时，中外反动势力特别强大，并多集中在城市，
力量相对集中，农村是其统治薄弱的地方，易于突破。 

•  “工农武装割据”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
结合的光辉典范。 

认识： 

据统计，1927年11月后，中共中央各类文献中频繁出现“割据”一词，如：“暴动
割据”“农民割据”“农村割据”“割据局面”“割据带”“割据区域”等。这说
明当时中共中央 
A．重新考虑革命道路 B．放弃了城市革命中心论 
C．支持工农武装道路 D．开始注重农民阶级力量 

A 



（2016·新课标全国Ⅱ卷文综·29）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英山县水稻单位面积
产量增加二三成，有的甚至达到五成，出现“赤色区米价一元一斗，白色区一元只能
买四五升”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根据地(  ) 
A．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高涨         B．红军英勇奋战保卫农民生产 
C．政府主要精力用于增产         D．人民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A 
（2015·天津文综·6）历史学家金冲及论述说，孙中山曾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但国民党当政后并没有实行这一政策。20世纪30年代时，中国广大农村仍然是半数以
上土地掌握在不足人口总数的10%的地主富农手中。中国共产党发动土地革命，使数百
万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土地，其实质是(  ) 
A．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B．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 
C．巩固根据地红色政权               D．推动根据地农业发展 B 
（2011·上海文综·29）如图为1927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 
党员人数发展折线图。图中显示1928年至1934年党员人数大 
幅度上升，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历史原因是(  ) 
A．五四运动的发生  B．红色政权的建立 
C．抗日战争的爆发   D．解放战争的胜利 

B 



（2018·天津高考·9）“（本次大会）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动
群众，宣布它在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的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的国家。”这次大会的召开地点位于右图中(  ) 
 
A．①   B．②     C．③  D．④ 

D 

①为河北平山县西柏坡，1948年党中央移驻西柏坡，
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并在1949年召开
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故A项错误；②
为陕北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至1948年的根据
地，被视为“革命圣地”，故B项错误； 
③为井冈山，1927年10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彭
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
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以宁冈县为中心中国第一个农村革
命根据地，故C项错误； 
④为江西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定都，直到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为中共根据地. 



  红军长征（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1．背景：由于博古、李德等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失利（左倾错误） 

2． 经过：（1）开始：1934、10 

（2）转折——遵义会议 时间：1935年1月。地点：遵义。 

   内容：①纠正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②肯定了毛泽东的
正确军事主张③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④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 

   意义：①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②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地位；③是党从幼稚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④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
的转折点。 

（3）胜利： ①1935年10月吴起镇会师；②1936年10月甘肃会师。 

遵义会议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纠正了“左”倾错误，并没有纠正思想 

上的“左”倾错误，延安整风期间才彻底清除了“左”倾错误。 

意义：①长征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铸成了长征精神。 
    ③标志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 



（2014·福建文综·16）长征期间，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加剧，中国
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指(  ) 
A．召开八七会议，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B．召开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路线 
C．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D．召开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C 

“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不是一次会议就能完成的，它有一个历史的过
程。……它是经历了((会议开始确立……党的七大在组织和思想上完全确立这样四个
阶段。”材料所缺内容最可能是 
A．八七    B．遵义       C．延安  D．北平 

下列各项中，用以注解下图最恰当的是  
 
A．“打倒列强除军阀”                              
B．“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C．“万水千山只等闲”                               
D．“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B 

C 





 十年对峙时期的国民党 

（2016·上海单科·23）右图反映了近代中国关
税总收入的明显变化，其主要原因是(  ) 
A．改订新约运动 B．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C．民族经济发展 D．北伐战争爆发 

A 

（2014·四川文综·5）殷海光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依次经历了
“技术的反应”、“制度的反应”、“观念的反应”和“组织的反应”四个阶段。
按此理解，下列属于“组织的反应”的是(  ) 
①发昌机器厂创办  ②京师大学堂建立  ③中国共产党成立   ④国民党改组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D 
1926年,围民党通过议案,确定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政纲之一是减少农民田租25%。南京国
民政府成立后,公布了《佃农保护法》,规定田租不得超过收获量的40%。1930年颁布了
《土地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收获量的37.5%。这说明当时的国民党 
A．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  B．保护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C．赢得了全国农民的支持       D．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D 



1932年国民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调查全国的资源和工业情况,在此
基础上,1934年9月到1935年4月制定了《重工业建设计划》《战时燃料及
石油统制计划》《四川水力建设计划》《运输动员与统制初步计划》
《粮食存储与统制计划》等。这表明当时国民政府(  ) 
A．加紧动员全国物力围剿工农红军 
B．自主强力推进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C．着手应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来袭 
D．积极回应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逼 

为抗日做经济上的备战。 

D 

1935年10月初,蒋介石在成都先后作了题为“建设新川的根本要道”和“四
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的演讲,强调四川地位的重要及其与国家治乱、
民族兴衰的密切关系,第一次明确、公开地提出了“天然是复兴民族的最好
的根据地”的思想,肯定地阐明了以四川为根据地的思想。这一材料表明，
当时的国民政府(  ) 
A．开始全面抗战的政策          B．应对日本扩大侵华作抗战准备 
C．加强西南建设以剿灭共产党和红军D．重视西部开发以促进全国稳定发展 

为抗日做军事上的备战。 B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的四个转移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到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右倾错误到八七会议的正确决策； 
“左”倾错误到遵义会议的正确决策。 

瑞金到陕北 

1927-1936年内战到1937年 
国共合作抗战 

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迁移情况 

1.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 

 

2.最高决策由错误到正确： 

 

3.革命中心由南方转移到北方： 

4.中国时局由“内战”转移到“外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