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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中国共产党诞

生的历史条件；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

伟大意义；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工人运动的高潮。 ２．能

力方面：（１）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条件的教学，

培养学生分析，根据问题的能力。（２）通过引导学生分析

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的关系，党成立后

中国出现的工运高潮，培养学生分析历史事物之间的内在联

系，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能力。 ３．态度、价值观方面：（

１）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的历史条件的教学，使学生认

识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２）通过对中国共

产党“一大”有关内容和“二大”有关内容的讲解，使学生

体会到我们的党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

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诞生的，党要搞好自

身建设，要制定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方

针政策，必然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 ４．学法指导方面：

（１）引导学生阅读，理解我党“一大”，“二大”的有关

材料，最终得出结论，体会认识问题的过程。（２）训练学

生学习自我设计问题，解答问题。如何看待“二七惨案”的

教训，可归纳为几个层次。 重点、难点分析 １．重点分析：

（１）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条件是重点。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是必然的。诞生的基础在于中国内部正发生的变化。中国

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运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工



运的结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我党的诞生奠定了

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作了干部和组织的准备。加上共产国

际的帮助与指导，使条件成熟。（２）中国共产党的“一大

”，“二大”有关内容是重点，通过分析这一知识点，使学

生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

提高学生认识问题的能力。 ２．难点分析：“二七惨案”的

经验教训是难点。要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后的状况引出思考，

得出结论：必须联合中国人口８０％以上的农民、几千万人

口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反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课堂教学设计师：中国人民是带着

八国联军侵占首都的民族耻辱进入２０世纪的；正是在２０

世纪中国人民正规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心革命开始了。

请思考辛亥革命有哪些功绩？生：（思考并回答） 师：从推

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促进思想的解放，以及中国人民战胜卖

国的封建政府，打乱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但辛亥

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失败的

。讨论并思考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这场革命有哪些明显的

弱点？（学生可分组讨论，最后由教师引导总结） 生：（讨

论） 师：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间隔只有

十年。“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建立

“一个革命的党，一个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

帝国主及其走狗”的政党，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板

书：第六章第三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

的历史条件 师：（投影材料）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基本规律

。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两



者缺一不可。（１）无产阶级是伴随着大工业作为资产阶级

的掘墓人而出现的，它是当前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

，真正的革命阶级。（２）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有产阶级

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

论中成长起来的，在艰巨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和科学研究中

创造出来的。（３）马克思主义必须到工人运动中寻找自己

的物质武器，才能使自己有所依托并形成强大的物质力量，

否则会在书斋中枯萎下去；工人运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下才能形成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 师：（回答问题：结合

对上述材料的理解，请思考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中国是否具

备了建党的条件？） 生：（思考，教师引出下文） 师：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是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１． 

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阶级基础师：在“五四爱国运动”

中，中国工人阶级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工人运动有了怎样的

发展？生：（回忆旧知识）师：“五四运动”后，工人队伍

进一步壮大，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１９２１年工人的罢工

斗争４９次，参加人数１０．８万人。他们迫切地需要正确

的理论指导和组织领导。 ２．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思想基础 师：“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状况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是什么？ 生：（回忆

旧知识并分析思考） 师：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突破少数

知识分子范围，并与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这是中国共

产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所进行的主要

工作。 ３． 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干部和组织条件 师：（

指导学生看第１９６页＜共产主义小组分布示意图＞指出图

上标有党徽的八个地名。及党成立前夕国内６个共产主义小



组和国外２个小组的所在地＝ 生：（读图分析） 师：介绍各

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情况及其活动。使学生体会“有计划

，有组织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让学生阅读教材第１９７页

有关内容）。体会“进一步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

的结合”。 生：（分析体会） 师：在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中

，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１９２０年

８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各地团组织的建立，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成立共产

主义小组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

较深，业工人较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想念马克思主义的知

识分子的中心城市；先进的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

运动相结合的桥梁，通过这一桥梁，马克思主义被灌输到无

产阶级的斗争中去，通过这一桥梁，无产阶级才明确自己的

使命，看到斗争的前途，由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共产

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雏形，它表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

件已经基本成熟了。 ４． 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帮助

——外部条件 生：（阅读第１９６页有关内容）师：到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建党的条件成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

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决不是偶然的。 二、 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 师：（通过对课本有关“一大”内容的介绍，使学生掌

握“一大”的时间，地点，代表，及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包括：党的名称，党的纲领，奋斗目标，中心任务，中央领

导结构）（投影材料）我们党的纲领如下：１．以无产阶级

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

级差别；２．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

⋯消灭阶级；３．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



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中国共

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译本） 师：“一大”确立的奋斗目

标是什么？斗争予头是什么？革命的动力是什么？ 生：（学

生阅读材料，结合课本内容回答） 师：中共“一大”的意义

是什么？“新型”政党从哪几个方面认识？（教师引导学生

分层次理解：指导思想与以往的不同；奋斗目标与以往的不

同；阶级基础与以往的不同；中国共产党诞考后中国革命的

面貌与以往不同） 生：（思考并回答） 师：在帝国主义和封

建势力残暴统治下的中国，“新型”的政党诞生了。党从诞

生之日起就投入到直接的革命斗争中，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

方向，富有革命的首创精神和坚强的战斗力。尽管人数很少

，仅有５０余人，却使旧社会一切腐朽势力深感恐慌，北洋

政府惊呼“其祸甚于洪水猛兽”，应“严加防范，以遏乱萌

”。她在诞生给灾难学生蝗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自雅

片战争以来，历史就给中国人民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

革命的两大任务。中国人民已经进行了８０年的抗争，虽然

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但一次

次失败表明，这两大任务既不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可能完成的

，也不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能完成的。她

带领着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决、彻底而

有效的斗争，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共产党诞

生了，有了先进的政党，就要解决两个根本的问题：第一认

清革命的对象；第二广泛地发动群众。必须把“努力研究中

国的客观实际情况 ，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

方案”，当做“第一任务”。 三、 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１．

中国的现状 生：（回忆华盛顿会议有关内容；及军阀混战局



面） 师：１９２２年１月，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共产国际

于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每欠代表大舍

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大会号召远东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帝

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独立。这

次大会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起了直

接帮助作用。\ ２．中共“二大”的召开时间 地点 中心任务

（革命的敌人、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最高革命纲领最

低纲领——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军阀”、“反帝”、“统

一、真正、民主共和国”（投影材料）中共“二大”宣言指

出，“中国目前政治状况又另开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

一方面有利于帝国主义列强实行华盛顿会议所决定的共同侵

略政策，一方面延长中国的纠纷情势”。为了实现革命目标

，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的广大农民有极

大的革命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中国共产党

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奋斗目标是（一）消除内乱

，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

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

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引导学生阅读课本第１９

９页，第２００页有关内容，结合本专业回答以下问题）师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什么？革命动力有什么变化？与

“一大”比较有何变化？根据课本及本专业归纳导致这种变

化的根源。 生：（学生通过阅读，分析，理解得出结论） ３

．意义（１） 第一次提出明确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回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从

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到辛亥革命的纲领口号，都没有正面的明

确的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都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



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当然也不会为这个目标

而采取彻底的革命步骤） 师：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初生的党，

就已破天荒的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她成为动员、

组织、鼓舞人民朝着解放的道路前进的一面旗帜。（２）中

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至此，

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过程完成了。四、 工人运动的高潮师：“

一大”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什么？生：（及时反馈课堂知识

） 师：“一大”后中国共产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自此党

在工人中和整个社会上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以１９２２年

１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１９２３年２月京汉铁路工人罢

工为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１３

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１００余次，参加人数在

３０万以上。在斗争中工人们都组织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

会。 １． 概况 生：（阅读课本第２００～２０１页）师：这

场气壮山洒的工人的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和革命

精神，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

信。 2 ．“二七惨案”的教训 师：请思考：（１）革命的敌

人是谁？力量如何？（２）工人阶级仅仅依靠罢工，进行合

法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工人毫无民主权利的条

件下有无成功的可能性？（３）工人阶级“单枪匹马”能否

完成民主革命？占全国人口８０％以上的农民，还有城市小

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地全和作用如何

？（投影材料：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中国农民状况）一战后

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给中国农村带来新的灾难。１．１９２

０年消费资料占中国进口货物的７１．５％。大量的日用品



倾入农村市场，进一步排斥了家庭手工业，农民不得不用农

产品换日用品，成为帝国主义直接剥削对象。２．帝国主义

倾销商品的同时，迫使农民放弃原有的生产，为帝国主义种

植和出售他们所需的原料，造成粮食缩减。１９１４～１９

１９年对１５省的调查，水稻种植占全部耕地面积的４１％

；１９２４～１９２９年降为３７％。１９２２年粮食入超

３００万零碎２担。３．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地租占收获量

的５０％以上，湖南湘乡达９０％；农村借债户占全体农民

的５０％～７０％，利息２０％～８０％，有的地方为１０

０％；附加税的增加超出了正税数倍，许多地方原来的军阀

征过税，新来的军阀再征；预征赋税在四川梓潼１９２６年

已预征到１９５７年的田赋。除横征暴敛外，广大农民还要

受军阀的兵差，兵饷的痛苦，农民畏兵如虎，逃亡他乡。中

共二大宣言：“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

要素”，“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就非起

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就

可以保证革命的成功。”师：看材料１、２、３、谈一谈感

受；并结合“中共二大宣言”分析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的地位和作用。生：（阅读材料，分析，思考）师：中国共

产党的下一步工作是什么？生：（学生归纳分析）师：年轻

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投入了以国共合作为

基础的人民大革命的洪流。（投影片：概括本节内容）历史

条件：国际——［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十月革命的

影响——共产国际的帮助国内——［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阶级基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运的发展——初步

结合——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干部、组织基础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共一大 时

间 地点会议 代表内容：党的名称 纲领 奋斗目标 斗争方式 中

心任务 中央领导结构 意义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二大 时

间 地点中心任务：社会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性质，革

命的动力最高纲领 最低纲领（意义）工人运动的高潮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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