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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大革命失败后

的中国政局；“宁汉合流”；国民政府性质；“二次北伐”

；“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东北易帜”；国民党

的“训政纲领”；蒋介石强化国家机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

战；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特点；“改订新约

运动”。2． 能力方面： （1）通过旧军阀与新军阀、一期北

伐与二期北伐对比的教学，培养学生概括、比较历史知识的

能力。 （2）通过“训政纲领”和中美关税新约的教学，培

养学生初步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分析

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揭示其本质的能力。 （3）通过国民

政府统治前期经济政策的教学，培养学生对历史事件进行具

体分析并作客观评价的能力。 3． 态度、价值观方面： （1）

通过国民政府的性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国民党新军阀的

混战，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国民政

府的反动本质。 （2）通过“东北易帜”的教学，使学生树

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强化爱国主义情感

。 4． 学生指导方面： （1）引导学生结合近代前期民族工业

发展状况考察国民政府统治前期民族工业的显著发展，对历

史知识进行纵向联系，整体把握民族工业发展线索。 （2）

引导学生阅读、理解、分析“训政纲领”、中美关税新约等

重要史料，掌握正确处理历史资料的方法。 重点、难点分析

1． 重点分析： （1）国民政府的性质是重点。蒋介石、汪精



卫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成

为代表大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党和反动政权。突出这

一重点，有助于学生理解本章引言关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阶

级关系变化的论述，把握1927年至于937年国共对峙这一时代

特征，加深对国民政府一系列反动内外政策的认识。 （2）

国民党的“训政纲领”是重点。“训政”的实行，确定了国

民党一党专政垄断国家政权的政治体制，维护了蒋介石的独

裁专制。这一特征，贯穿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始终。 2． 

难点分析：民族工业发展状况是难点。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民族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显著发展到日渐萎缩的过程。国民政

府的经济政策，对民州长业具有推动和摧残、压迫双重作用

。对此，学生容易以偏概全。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互相讨论

，剖析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对发展民族工业的利弊，做出全面

、客观的评价。 课堂教学设计 师：同学们，上学期欠已经学

习了国民大革命的历史。自1924年国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后

，大革命的洪流在全国兴起。哪位同学能给大家谈谈大革命

取得哪些成果，最大的成果是什么？生：（思考并作答） 师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却失败了。国民大革命是怎

样失败的？ 生：（与教师共同回忆） 师：大革命失败后，中

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板书第

一章与第一节课题，并用括号注明该时期起止年代：1927年8

月~1937年7日） 一、 国民政府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 大革命

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师：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面临怎

样一个混乱局面？ 生：（结合教材文字叙述，归纳新、旧各

派政治、军事势力） 2．“宁汉合流”（1927年秋，南京） 

师：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是宁汉两派。这两派已彻底背叛



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政策，在反共这一根本问题上取得一致。

但他们都以国民党“正统”自居，互相争夺最高领导权，是

哪些因素最终促成了宁汉双方合流？ 生：（按教师要求读书

） 师：以退为进，是蒋介石在政治风向对他不利时的惯用手

法。请看他在日记中的自白和下野后的活动。 生：（新闻记

者教材史料和小字，了解蒋介石日本之行情况） 师：请同学

们整理出国民政府自1925年7月成立到1927年秋宁汉合流的演

变线索，在笔记本上绘制一幅国民政府分合示意图。 生：（

同桌讨论、绘图） 师：再回忆一下，中国近代除国民政府外

，还有哪些政权曾定都南京？ 生：（列举） 3． 民政府性质

师：请同学们思考，大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

成为哪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国国内阶级关系有何重大变化？

还可对比一下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军阀有哪些异同？ 生：（

同桌讨论） 师：在独裁、卖国方面，新旧军阀并无区别。但

北洋军阀单凭武力统治，封建性更为浓厚；而国民党新军阀

实行一党专制，稍具近代色彩。宁汉合流后，国民党内派系

争斗并未止息。蒋介石如何利用内外形势重新上台？ 生：（

分析教材） 师：为了共同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蒋介石复职

后，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国民党实力派取得暂时妥

协，承认他们各自控制一块地盘。这就为日后国民党新军阀

混战进埋下了祸根。 4． 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1928年

） 师：（出示《南京国民政府北代示意图》）1928年4月，国

民政府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共70万人正式出北上讨奉

。这次北代与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发生是否相同？为什么

？ 生：（同桌讨论） 师：同学们再思考几个问题：1926年北

伐吴佩孚、孙传芳时，哪个帝国主义国家公开干涉并制造三



次惨案？二次北伐符合哪派帝国主义利益？又必然遭到哪个

帝国主义国家阻挠？ 生：（思考并回答） 师：日本帝国主义

为阻止北伐，公然出兵山东，侵占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生：（观看插图） 师：

同学们回忆，在近代前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哪座城市曾制造

过屠杀过中国军民的大惨案？又在哪一年以什么为借口强占

过山东？ 生：（互相补充） 师：蒋介石对日本屈辱退让，下

令绕道北伐。北伐部队继续北上，逼近京津。张作霖见大势

已去，于1928年6月3日乘专列退出北京，次日在沈阳附近的

皇姑屯被日军预埋的炸弹炸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皇姑

屯事件”。日本侵略者为何抛弃这个工具？同学们如何认识

这次事件？ 生：（各抒己见） 师：（提醒学生注意北京名称

的变化）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国

民党决定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东北问题，日本却再次横加干涉

，企图把东北从中国本土分裂出去。生：（参见本章第三节

所引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密奏） 师：张学良身负国耻家仇，冲

破日本的阻挠，毅然决然，于1928年12月薪9日，发出东三省

“易帜通电”，宣布“力谋统一，贯彻和平”，“遵守三民

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同学们如何评价张学良

这一行动？ 生：（同桌讨论） 师；再总结一下，在“二次北

伐”中，日本帝国议如何三次干涉中国内政？生：总结并回

答 师；北伐告竣，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开始“训

政时期”。 二、 国民党颁布“训政纲领” 1． 国民党的“训

政纲领”（1928年10月） 师：随着北伐军事行动基本结束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宣布“军政时期”结束，

“训政时期”开始。10月，国民党颁布“训政纲领”，“训



政”原是孙中山设计的建立民国的程序，体现了孙中山的民

权思想。 生：（阅读教材注释） 师：蒋介石以实施孙中山的

建国方略为名，实行“训政”。（出示投影《训政纲领》全

文，见《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册） 生(指定学生朗读 

师:根据以上材料,大家思考:"训政"的实质是什么？ 生：（思考

） 师：（补充介绍国民党中央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国民党最高党务机关。其核心又有两

个机构：一个是中央常务委员会，负责日常党务：一个是中

央政治委员会，又称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指导国民政府大政

府方针。蒋介石不仅身兼这两个机构主席，还兼国民政府主

席和陆海空军总司令。 2，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师：蒋介石如

何巩固独裁统治，残酷镇压革命才和进步人士？ 生：（结合

教材文字及插图，了解蒋介石独裁措施，缅怀革命先烈业绩

） 师：（补充有关“中统”、“军统”史料，点明两特务组

织正式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蒋介石的独裁遭到国

民党其他实力派的挑战，导致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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