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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8_91_E5_9B_BD_E7_c38_59698.htm 复习提问 （1）实行单

一制的国家有哪些特点？ （2）请同学们回顾香港、澳门、

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 （设计以上问题，是通过复习前面的

知识和历史知识，为深入理解“一国两制”构想做准备。） 

导入新课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从国家的结构形式来看，我

国属于单一制。当今世界上，无论是实行单一制的国家，还

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是

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危、平稳的重大问题。另外，当今世界各

国，都是一个国家里只有一种社会制度。但是，今天我们要

学习的却是我国实行的“一国两制”。这两个问题，都是我

国国家管理上的重大问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希望大家认真学好。 2、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

系（板书） （1）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关键是：发

挥两个积极性。（板书） 依据宪法规定，中央和地方国家机

构职权的划分，是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

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关键就是有利发挥中

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2）中央和地方之间要适度分权。

（板书） 中央和地方的适度分权要兼顾到以下两个方面的要

求：即要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又要在中央

集中领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自主权力。 实行中央的统一领导

，维护中央权威，主要体现在国家事务中，凡属全国性的，

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决定的重大问题，都由中央决定，地

方必须服从中央，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上级机关的决议、指



示，下级机关必须执行。 中央赋予地方必要的自主权力，主

要体现在：凡属地方性的问题，由地方机关自主安排和处理

，以利于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 （教材上的小框“想一想”

中提出的问题：“应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

回答，可参照以上解释和教材上的楷体字材料，主要由教师

通过举例来说明历史渊源的。） 五、一个国家的两种制度（

板书） 1、“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板书） 同学们已经阅

读了教材33页上端的楷体字材料，材料简略地介绍了港、澳

、台问题的历史由来和现实状况。 （1）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是根本原则问题。（板书）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

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维护国

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根本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能

让步的。 但是，由历史遗留下来的分裂现实是客观存在的。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问

题的出路何在呢？⋯⋯用武力收回，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怎 样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

度’。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增订本47、48页） （2）“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是我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板书） 这一方针

的提出，是党和政府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尊重世界和中国

现实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其间，邓小平同志作出了突出

的贡献。 请同学们阅读教材33页下端的楷体字材料，材料简

略地说明了这一方针的形成过程。 （3）“一国两制”方针

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板书）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国家在必要

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为“一国两制”提供了宪法依据



；1990和1993年分别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使“一国两制”具有了法律效力。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两个

方面的内容。第一，了解了我国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

如何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原则及其做法。第二，我

们了解了“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及现实状况和“

一国两制”所具有的法律依据。１９９７年７月1日，我国政

府已经顺利地对香港恢复行使了主权。但对“一国两制”方

针的认识和理解，还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希望同学们下课

后再翻看1997年7月1日前后的报刊、杂志，重温7月1日的回

归庆典的过程。为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一这内容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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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