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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8/2021_2022__E9_82_93_E

8_AE_BA_E5_92_8C_E2_c73_458462.htm 本章主要论述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从

历年的命题来看，本章是选择题重要的命题章节，只在2005

年出现过一个辨析题，没有命制过辨析题。本章应重点把握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容，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万学。海文将疑难点归纳，对部分例题进行以下解析。 例一

：单项选择题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

义的根本思想是（ ） A "以俄为师"，按照苏联的经验去办 B 

按照马列着作所说的去做 C 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D 必须

根据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 答案：D 答题思路： 选项A、B犯

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选项C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中提出的主题。因此，选项D是正确的。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是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符合中国国

情的建设原则，是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 考

生要掌握《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等着作的主体。 例二：不定项选择 党的八大的历史政

绩（ ） A 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

社会生产力 B 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的经济建设方针 C 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国家

的民主生活，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法制 D 加强民主集

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 答案：ABCD 答题思路

：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

要的会议。会议制定的路线，主要内容是上述选项。因此，



选项ABCD都是正确的。 党的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八

大以后的一段时期，我们党的实践背离了八大的路线犯了错

误，更反衬出八大的功绩和党的正确认识的可贵之处，因此

要加以重点掌握。 例三：不定项选择 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

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有（ 

） A 经济建设必须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

进 B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 C 走出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D 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答案：BCD 答题思路： 党的八大前

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等着作中，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问题，提

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更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

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因此，选项BCD都是正确的。选

项A虽然是在八大前后提出地，但是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

提出的，毛泽东并不赞同，不久后对此进行批评，直接导致"

大跃进"的发生。掌握毛泽东提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思

想，分清哪些是他个人提出的，哪些是其他领导人提出的。 

例四：分析题 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

命？ 答题思路： 这是邓小平提出的科学论断。 （1） 邓小平

讲，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因为改革同过

去的革命一样，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中国的经济体

制改革，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化到崭新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不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带有革命性的

变革，必然引起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变化。 （2） 所谓"改

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夺取政

权的革命而言的。第一次革民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旧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次革命将把一个经济

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当然，"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

的"革命"同"革命"这个词的本意不完全相同：一是革命的对象

不同，改革的是旧的体制；二是革命的形式不同，不是阶级

对抗；三是革命的性质不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

善；四是所解决的矛盾不同，改革所解决的是根本利益一致

基本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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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