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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主    题：    专题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学 时 数 :      2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授课地点：                   

专题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教学目的与要求： 

1.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近代中国革命发生的客观条件，掌握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2.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必然

性。 

3. 通过教学，使学生熟悉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掌握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纲领。 

4. 通过教学，使学生深刻认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和三大法宝，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主要的经

验。 

教学重点： 

1.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3.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和新民主

主义时期党的建设。 

教学难点： 

1.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的内外原因。 

2. 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是反对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3. 如何理解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革

命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点。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多媒体课件、自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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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间 ： 2学时 

教学内容： 

导入：中国梦，梦之起点

2012 年 11 月 2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

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来到国家

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期间谈到“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

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

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思考讨论：近代中国革命，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问题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怎样形成的？ 

（一）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

质、前途和转变。——毛泽东

1. 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的主要矛盾 

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一个独立的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本来领土完整、主

权独立的中国，沦为表面上独立、实际上受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

国家；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封建经济解体，使资本主义在中国

有了初步发展，但在整个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第一，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的基础被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第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它的力量很软弱。 第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

地主军阀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专政。 第四，帝国主义

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是中

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五，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分裂剥削政策，造

成中国实际上长期不统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极端的不平衡。 第六，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

罕见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

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

矛盾乃是最主要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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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

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

一是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求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二是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

治，实现人民的民主和平等。

3. 近代中国革命的悲壮历程

回顾近代中国革命的悲壮历程，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

革命派等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都曾经起来抗争过，但都未能取得成功。正如习近

平同志所说，“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了可

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

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习近平《党的十九大报告》（ 2017 年）

 特别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最后也未能取得成功。留下“革命尚

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寄语后来的革命者。毛泽东就说“在中国，

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

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

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

阶级的肩上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40 年）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共产党人接过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后，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难探索。

最初，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二次革命论”，放弃了革命的领

导权，最终遭遇失败，大批共产党人被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对派血腥屠杀；随后，

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一次革命论”，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革

命毕其功于一役”，最终因革命力量孤军奋战，根据地丧失，被迫走上了万里

长征的战略大转移道路；在复杂的中国革命形势面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次革命两步走”的理论，特别指出中国的革命是新民

主主义革命，最终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视频】影像还原蒋介石清算共产党人血腥镜头

【提问】观看这段视频材料后，对中国革命的进程有哪些感受？

问题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教学重点难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这条革命总路线科学准确地回答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对

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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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懈探索的结果。从 

1922 年 7 月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

革命纲领到 1948 年 4 月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经过

长达 26 年最终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

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

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改变建立在这

种经济基础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上层建筑，

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对象，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帝国主义是首要对象。 

（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

级。根本动力是工人和农民。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农民是

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

本动力，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 

（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 

领导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

题。区别新旧不同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根本的标志是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无

产阶级手中还是资产阶级手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因

为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最有觉悟、最有远见、最有革命性的阶

级。 

（ 4 ）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前途 

新民主主义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与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

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两者之间有着原则区别： 一是革命领导权

不同；二是时代条件不同；三是革命的指导思想不同；四是革命的目标与前途

不同。 

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

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

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

个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混淆两个革命的界限就会犯左倾错误；割裂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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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革命之间的衔接，中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即所谓“二次革命论”，就

会犯右倾错误。 

（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1. 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无产阶

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新民主主义的国体是无产阶级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帝反

封建的人们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新民主主义的政体是民主集中

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种过渡性质的，但又在一定

历史时期必须采取的国家形式。 

2.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四

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新民主主

义的五种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

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

流。” 

3.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在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

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

一论者。一方面党的最高纲领指明了将来的光明的美妙的理想；另一方面，一

切共产党人必须为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目标而奋斗，决不可空谈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的艰难探索 

毛泽东： 1927 年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斗争的中心从城市走向农村，

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等思想。 

2.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依据及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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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1 ）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以长期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在中国革命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这是由中

国国情决定的，同时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 2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第一，农民是

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第二，

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 第三，中国革命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主要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 

主要内容：中国革命能够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一、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

国家间接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第二、有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第四、相当

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正确。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一、这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第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全国人口中的 80% 是农

民，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第三、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

并且长期占领着中心城市。 

“工农武装割据”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必由之路。“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

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

争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三者密切结合。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意义：第一、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

向农村的历史转变和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从而保存和发展了革

命力量。第二、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指出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第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

要经验。第四、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三大法宝 

真实历史故事： 1939 年 7月 7日纪念抗战两周年时，华北联合大学举行开

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给师生们作报告。毛泽东饶有趣味地引用了《封

神演义》里的一段故事，勉励同学们奔赴抗日前线。他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

山，元始天尊送给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

线，我也送你们三样法宝。。。。。。

提问：猜一猜，三大法宝是什么？

解读：“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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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 <共产党人 >发刊词》（ 1939 ）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

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1.“ 三大法宝”之统一战线 

（ 1）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必要性：首先，中国革命中敌人的力量在相

当长的时期内是远远超过革命力量，中国又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

其次，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国革

命的长期性、艰巨性。 

“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

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

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

革命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 2）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首先，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国家，广大人民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我国无产阶级

可以组成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其次，无产阶级同资产

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点。 

（ 3）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实质就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在统一战线中既讲统一性又讲

独立性，才有利于合作，否则就会将合作变为“混一”，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就

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是综

合团结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案例 ]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以“西安事变”前后对东北军的统战为例

【解读】：统一战线简要说来，就是贯彻好“三字诀”，即理、情、利。以理

服人——民族大义。提出“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以情感人——

兄弟情深。实行优待俘虏政策，开展“体验教育”。以利诱人——你不吃亏。

统战的效果：“西安事变”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小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以争取最大的胜利，这就是统一战线！统一

战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2.“ 三大法宝”之武装斗争

（ 1 ） 坚持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反动派极为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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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开国大将徐海东的亲属先后有 66 人为革命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解读】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长期的主要的形式。“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

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

命的胜利。” ——毛泽东

（ 2）坚持武装斗争的基本经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思考与讨论：怎样把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

型革命军队 ? 

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

导。第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惟一宗旨。第三、政治工作是

人民军队的生命线。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人民军队作战的基本方针是积极防御；作战的基

本指导思想是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胜敌人的最好办法是集中优势兵

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的主要形式是游击战、运动战。人民战争的思想和人

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毛泽东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杰出的贡献。 

【案例】淮海战役——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淮海战役是用小推车推出来的。”——陈毅元帅

视频：《决战淮海》之歌

小结：面对顽固的敌人必须要丢弃一切幻想，坚决进行斗争，这就是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3.“ 三大法宝”之党的建设

（ 1）党的建设的历史环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全民族的先锋队。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两个先锋队”思想的提

出，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增强阶级基础的同时，不断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增

强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在农村和战争环境中，绝大多数党员来自农民，大

量非无产阶级思想侵入党内，给党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带来严峻的挑战。

（ 2）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建设一个全国

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

产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 3）党的建设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武

装党员，不仅要求党员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求党员思想上入党，因而保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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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了党的先进性；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把思想建

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开展整风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延伸】习近平：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2013 年 09 月 25 日，习近平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剂良药，

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不能把

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

2012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

采访十八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并发表讲话。期间谈到。“新形势下，我们党

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打铁还需自身硬。 ”

思考和分享：请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相关内容，谈谈你对

“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理解？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法宝，党是掌握这两

个武器以战胜敌人的英勇战士。 三大法宝之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缺一不

可的。

问题三：如何评价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历史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它运用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成功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

国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

1.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2. 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提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几

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新理论。

3.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改

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4.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鼓舞和推动了亚洲及世界各地被

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总结：正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

胜利。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 1840 年以来英勇的中国人民为追求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获得的第一次彻底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从

此站立起来了”。

第   页



                                              教案备课页

＿＿＿＿＿＿＿＿＿＿＿＿ 

思考题： 

1.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及重

大意义？

2. 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课后拓展：

1. 【影视作品推荐】：《我的 1919 》（电影）        

2. 【校园实践活动 /校外实践基地推荐】：

      （ 1）在校园内开展“重走中国革命和建设之路”闯关越野活动。

      （ 2）参观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农讲所、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

阅读书目： 

1.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

社 1991 年版。

2.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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