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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2012_E5_B9_

B4_E8_80_83_c73_649261.htm 每一次失败都给人以教训，同样

，每一次成功也会给人以启迪。在无数次失败和成功之后，

善于把握中国革命自己的经验，就成了革命成功的关键一环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也正是在经历了许许

多多的曲折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下面跨考教

育政治教研室王老师就一知识点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一、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探索 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历程，是新旧民主革命的分水岭。 中国早期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五四以前新文化

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二是

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三

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

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

织在上海建立，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会议推选

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中共一

大 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

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

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

条件下成立的。其历史特点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

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

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一方面，它

所接受的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

主义即列宁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者



、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

。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

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

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给灾难深重

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

人民就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就有了坚

强的领导力量。 中共二大 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

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走群众路线来开展革命。从1922年1月

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组织、推动下，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高潮

。 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 1924年1月，国民党一

大召开，以新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

共合作的大革命取得了北伐战争等胜利，但“4.12”、“7.15

”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国民大革命最终失败。 大革命失败的原

因：从客观上讲，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大大超过了革命

的力量；统一战线出现分化；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被拉进反

革命营垒。从主观方面讲，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犯了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不善于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共

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切实际的指导。 经验教训：必须

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建立巩

固的工农联盟；必须建立和掌握革命的武装；必须不断加强

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建设。 三、土地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的探索 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

误，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里取



得的”思想，实现了历史性转折。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

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

初步形成。 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

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

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

战略转移长征。 1935年10月19日陕北吴起镇会师，中央红军

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

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

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长征

的胜利锻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

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

三人团。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

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

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四、抗战时

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揭

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一二九运动标志着抗日救亡

新高潮的到来；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方针，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

的错误倾向，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抗日

战争的到来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西安事变标志着十

年内战的结束。 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

华战争由此开始；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

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 1937年洛川会议：1.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2.强调要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在于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

路线）。3.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

权，在敌人后方发动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抗日群

众运动。 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 内容：1.分析

了中日双方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

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2.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

展进程，即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

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

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只要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中国将在相持阶段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为了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发

展进步势力（主要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

中间势力（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

，孤立顽固势力（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的策

略总方针。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

、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13）、减租

减息、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

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毛泽东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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