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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2021_2022__E5_8E_86_E5

_8F_B2_E6_95_99_E6_c38_59555.htm [学习目标] 1．分析说明

国民政府只是形式上统一了全国，比较南京国民政府的“北

伐”与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异同，正确分析国民政府政权性

质的变化，全面分折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

变化。 2．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概括归纳国民政府统

治前期的内外政策及其特点，并揭示其政策的实质，进而认

识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 3．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

深入理解毛泽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和“工农武

装割据”的理论。 4．结合世界历史背景，联系二、三十年

代国内形势，理清日本侵华逐步深入的线索，分析日本帝国

主义侵华原因和影响。认识蒋介石“搞外必先安内”政策的

实质。 5．对比“八七”会议与遵义会议的异同，分析说明

中共是怎样从幼稚走向成熟的。 6．分析对比张学良东北易

帜和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特点、实质和影响，学会透过现

象看本质。正确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7．掌握抗日民主运

动的主要史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

确评价国民党内爱国力 量 的抗日活动。 [阶段特征] 本单元包

括1927年1937年国共十年对峙时期的历史。涉及的主要内容

是国民政府前期的统治，“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日本大

举侵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高涨。 国民政府统治前期，

在政治上加强专制统治，围剿“红军”；同时，采取一系列

整理财政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一方面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工商

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形成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



；同时美国在华的经济势力也迅速扩张。在外交方面，发起

改订新约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经过实践和理论的探索，中

共找到了中国革命正确的发展道路。由于“左”倾错误和第

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实行战略转移

。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

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民族矛盾开始上升。民族危机加重

，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序

幕。 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国共两党、两个政权的对立斗争

；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共两党

由对抗走向合作；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 [重点难点] 1．中国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1)从国民大革命失败到“九amp.#8226.

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

南京国民政府。此后一段时间，中国国内政局极为复杂混乱

，国民党派系斗争激烈，宁汉之争尤为突出。 ②“七一五”

政变后，宁汉双方在***问题上趋向一致。蒋介石采取以退为

进的策略，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促成“宁以合流”，标

志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的建立。此后，蒋介石在新军阀中

逐步取得支配地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②通过1928年的

“北伐”和“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

国。此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极大灾

难，也进一步加强了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2)南京国民政府的

内外政策 ①政治上：颁布“训政纲领”，此外还组建正规军

，实行特务统治，制定反动法令，推行一党专政，独裁统治

。 ②经济上：为巩固统治，国民政府采取整顿税务，控制金

融，改革币制，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一系列措施，一方



面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形成以“四

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同时美国在华的经济势力也迅速

扩张。 ③外交上：实行反对苏联，依附英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通过“改订新约运动”取得帝国主义的承认；对日本的侵

略则妥协退让。 3．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发展 (1)中共武装

反抗国民党的开始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

革命的新时期。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三大武装起义为中国革命创建人民军

队，由城市转入农村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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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