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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8_BF_91_E7_c38_170702.htm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

：通过本章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在过渡时期的历史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 与民主党派

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

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党和政府的民族政

策；少数民族先后跨入社会主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

区域自治。 2.能力方面：(1)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

战线史实的回顾和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发展的教学，培养

学生将历史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具体分析和评价

的能力。(2)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跨入社会主义内

容的教学，培养学生运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3.态度、价值观方面

：(1)通过统一战线的发展方面的教学，使学生提高在进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统一祖国的大业中，必须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重要性的认识。(2)通过党

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各族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的教学，使学生

认识到，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是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政策，

要使各族共同发展繁荣，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

走社会主义道路。 4.学法指导方面：(1)引导学生联想新中国

成立以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统一战线的不同内容和作用，

指导学生理清历史发展线索的方法。(2)引导学生阅读、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历



史资料，指导学生运用史料和史论结合的方法。 重点、难点

分析 1.重点分析：(1)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是重点。要尽快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必须继续巩

固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因

此，爱国统一战线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和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的爱国主义旗帜。提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统一

祖国而奋斗。可使学生以爱国统一战线为突破点，联想革命

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而

形成完整的概念，提高对统一战线作用的认识。(2)党和政府

的民族政策是重点。党和政府制定并实施的民族平等、民族

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政策是适合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

情的政策。只有实现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才能实现祖国的繁

荣富强。 2.难点分析：(1)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在不同阶

段的内容和作用是难点，教材限于篇幅只是一般提及，要使

学生理解掌握，必须适当选用典型事例加以说明。(2)各民族

跨入社会主义是难点。学生对原处在农奴制、奴隶制的少数

民族，或还保留着原始公社制度残余的少数民族，直接进入

社会主义难于理解，教学中必须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两步骤分清讲透。课堂教学设计 师：同学们，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请同学们

谈一谈取得了哪些成就? 生：(回忆并作答) 师：这些成就的取

得，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也离不开广大社会主义劳

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

的统一战线的作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板书第九章课题

，边指边讲)大家都知道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

之一，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曾



建立过怎样的统一战线组织?生：(与教师共同回忆，回答)师

：在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由于革命任务不同，统一战线的

组织形式和范围也各不相同，但对中国革命的胜利，都发挥

过巨大的作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还需要不需要这个法宝

了呢?生：(在教师指导下阅读课前提示并作答)师：对!由于这

些原因，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没有放弃这个法宝，而且进一步

发展和扩大了统一战线。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与合作

。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过渡时期的统一战线(1949～1956

年)师：大家还能回忆起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

京举行的盛况吗? 生：(有的思考，有的翻阅教材。稍候，请

一位学生作答) 师：1949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初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同各民族党派实行多党合

作的民主协商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是建国初期统一战线的

最好形式。请同学们阅读教材22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

言》结合已学过的知识回答，为什么说是最好形式呢?生：(

结合1949年9月政协会议内容，请一位学生作答) 师：(从代表

的广泛性、政权的民主权、各党派的平等合作等方面进行概

括后指出)人民政协在过渡时期，都发挥了哪些作用呢?第一

，起到了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力量的作用。第二，它协助人

民政府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方面起了重要

作用，特别是在打击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控制通货膨胀

、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

三，在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配合使用

。如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协助党和政府

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国家能够通过赎买政策来实现改造的目

的。2.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统一战线(1956～1966年) 师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

产阶级的成员，逐步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民主党

派也成为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那么，党对这些民主党派的

政策又是什么呢?这是当时在统一战线中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的方针。为什么要实行这一方针呢? 生：(在教师的引导

下，分析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资料，结合小字部分作答)究

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

不但过去如此，并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

监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师：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

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目的是什么呢?生：(

思考并请学生作答) 师：这一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什么呢? 生：(

认真看教材，并请学生作答) 师：对!这一方针是中国共产党

对历史上多党合作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对民主党派在建国

以来所起作用的肯定。因而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极大

地鼓舞了各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热情，使之团结在中国共产

党周围，更加积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而使统一战线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3.“文革”时期的统一战线(1966

～1976年) 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的统一战线政

策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哪位同学还记得“文革”全面发动

的时间? 生：(思考并作答) 师：就在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

发出“致民主党派最后通牒”，紧接着占领和查封了各民主

党派的各级机关，导致民主党派的日常工作和组织活动完全

停顿，党对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名存

实亡了。 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统一战线(1978～90年代) 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于1976年8月召开了全国统



战工作会议。1979年10月，8个民主党派及工商联全国代表大

会先后召开，各自产生了新的领导机关。这样，民主党派恢

复了活动，并发展了新成员。这是“文革”后落实党的统一

战线政策的伟大成果。1981年，我党又明确地把新时期的统

一战线称之为“爱国统一战线”，它是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的新发展。请同学们看书并讨论爱国统一战线都包括哪几部

分力量?新发展表现在哪里? 生：(同学互相讨论，请几位同学

分别作答) 师：爱国统一战线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它的任务

仍然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它的任务要强调高举“两个旗帜”和

“一个奋斗”。生：(认真看书与教师一起明确“两个旗帜”

“一个奋斗”的内容) 师：(概括总结后，进一步提出)新时期

统一战线为什么要突出“爱国”呢? 生：(在教师引导下展开

讨论，进一步理解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函)师：根据新时期统一

战线的历史任务，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上，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这“16个字方针”的提

出有什么历史意义呢?生：(认真看书并作答) 师：这“16个字

方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统一战

线的发展和深化；它更加密切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

系；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也表

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

作上放手使用，思想上彼此沟通，使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勇

于肩负重任与共产党人披肝沥胆，共同奋斗。大家请看教

材225页插图，这幅图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生：(讨论并作答)师

：今天我们学习的从建国初期到90年代统一战线发展的历史



，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4个阶段。(打出统一战线简表投影) 

生：(与老师一起按阶段、时间、内容进行归纳小结) 师：新

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不仅在统战工作方面取得了可喜成

果，在民族工作方面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二、各族人民跨入

社会主义 1.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 师：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

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仅占全国人口8%的少数民族，却占全国

土地面积的64%。由于他们的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和

交错居住”的特点，所以，在全国2000多个县中，绝大多数

具有两个以上民族成分。我国的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

必须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就

一般而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又比较落后，

这也是实际情况，落后的原因何在呢?生：(认真看书思考并

分点作答)师：即使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其发展情况也各不相

同。生：(在教师指导下，阅读了解教材226页小字部分第一

自然段)师：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从我国民族情况的实际

出发，制定并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政策，

又在我国宪法中作了明确的规定。 生：(请一名学生读，教师

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定，

并将继续加强。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

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师：除此，党和政府还颁

布了一系列关于民族平等、团结的具体政策，下达了一系列

重要指示。(投影展示以下资料三则)(1)1951年，政务院“旧

中国遗留下来的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

、匾额等一律禁止或加以更改”的指示。(2)1956年，毛泽东

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



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

义祖国”。(3)1989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4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

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由于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

和共同繁荣的政策，从而使少数民族在解放后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时代。 2.党领导各族人民进入社会主义 师：56个民族

同在一个大家庭，亲如兄弟姐妹，但是各民族之间在政治、

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方面又存在着较为明

显的差别，少数民族人民为改变落后状况，强烈要求党和政

府进行社会改革。 生：(随着教师的讲述，思考改革的方式) 

师：党和政府按照少数民族的意愿，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社

会改革。这个改革一般是分为两步完成的。第一步是民主改

革，即通过和平方式，废除原有剥削制度，消灭了阶级压迫

，有的地区也进行了土地改革。第二步是社会主义改造，

即1956年，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政府又根

据少数民族的意愿，按照各民族的具体状况，采取不同的方

法，引导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各少数民

族地区的社会现状和经济结构不同，社会改革的步骤也不尽

相同。 生：(在教师引导下看小字部分) 3.民族区域自治师：

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党和政府在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它即是解决我国民族

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政治制

度。到90年代初，我国建立了多少自治区、州、县?哪位同学

能举例说明呢?生：(参照课文及教材227页表格，联系地理知

识作答) 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有什么意义呢? 生：(阅



读教材并作答)三、各民族共同繁荣 1.党和政府重视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师：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少数民族地

区的经济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援。仅以西藏为例，财政上，

从1952年到1983年，中央的财政补贴就达72亿元，是西藏自治

区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的10倍。物力上，仅1983年从内地调到

西藏的商品，就占西藏商品货源总量的84%。人力上，国家

选派了大批优秀干部、科学技术人才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

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大家熟知的孔繁森。生：(学生联想电影中

的孔繁森，简单议论)师：党和政府也特别重视培养少数民族

自己的干部和人才，提高其文化素质。生：(在教师指导下，

看教材227页“西藏大学成立”图) 2.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经

济的发展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了

很大的发展，发展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生：(认真看书思考并

作答)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哪些发展，能举例说明吗? 生

：(在教师引导下结合教材227页小字部分作答) 师：对!还有内

蒙古呼和浩特成为我国重要的毛纺织业中心之一；包头成为

钢铁工业基地；刘家峡水电站就建立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

州内；西藏地区工农业总产值1983年达7亿多元。这些不仅说

明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也说明

了我们党和政府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政策是

正确的。布置作业：(除完成练习外，可利用课余组织学生到

本地少数民族自治区搞一次小调查，政治、经济、文化、生

活方面内容均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