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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

然产物 二，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标志着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开始传播。 三，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

人运动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四，五

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毛泽东思

想产生和形成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主

要理论渊源。 五，中国共产党领的人民革命和建设，是毛泽

东思想产生和形成的实践基础。 六，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

的历史过程：1，萌芽时期：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到民主革命

时期，是开始萌芽时期。党的三大正式制定了实行国共合作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策略。中共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

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 2，形成时期：20世

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是形成时期。《反对本本主义

》一文，初步阐述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

以及与此相关和思想，政策的基本形成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

重要标志。 3，成熟时期：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

期，是得到系统的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的时期。

遵义会议是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毛泽东思想在党的

七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4，《新民主主义论》代表

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期的理论成果。（是标志毛泽东思想

已经成熟） 第二节（重点） 一，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最早出



现在抗日战争中期。张如心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

提法，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是王稼祥。 二，刘少

奇在中共七大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首次对毛泽东思想的涵

义作了科学界定。对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作出较为完整准确

的概括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

列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党集体智

慧的结晶。 三，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问答） 1，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

和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渊源于马

克思列宁主义，二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

创造性的发展。 2，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3，毛泽东思想是

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四，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

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独创性内容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 五，实事求是：（重点）

1，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的是毛泽东

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2，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

了实事求是的概念。 3，毛泽东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提

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思想

原则。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作

出科学的解释。 4，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问答）：其一，

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其二，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理论

与实际的统一。其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

根本点，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

取得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 6，群众路线（比较重要）： 1，

群众路线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是

实现党的宗旨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

魂之一。 2，周恩来第一次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党的七大

把群众路线写进了党章，作为党的工作路线。 3，群众路线

的思想内涵（问答）：其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其二

，就是一切依靠群众。其三，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 4，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基础，

也是党的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7，独立自主，独立

自主也是毛泽思想活的灵魂之一。 8，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

位（问答）： 1，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中国化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 2，毛泽东思想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

武器。 3，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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