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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史》课程教学大纲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一、课程定位

（一）课程说明

课程编码：21200042/21200043

课程总学时 60

周学时（理论学时/实践学时）3（45/15）

学分 3/1（理论学分/实践学分）

开课学期 2

（二）课程性质

《中国革命史》是思政专业本科基础理论必修课。《中国革命史》从学科特点看，是历

史科学。它的基本框架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构成，离开了这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就没有了

《中国革命史》这门课。从社会功能看，这门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它通过教学,要使学

生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和纵横交错的历史事件中，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揭示中国近

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基本规律。《中国革命史》课可以说是:“身兼两任”，

既要注重历史科学的史料、史实准确、科学，又要注重从历史发展规律与发展趋势的角度，

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努力使学生掌握观察历史与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使学生明辩是非，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它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

究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科学。

（三）本门课程与其它课程关系

《中国革命史》课，是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教系本科专业基础理论课，是政教专业其它专

业课的基础。中国革命史教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实事求是，努力做

到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史实，重点

阐明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经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结合历史规律和经验，

引导学生把中国革命史的学习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联系起来，为后续开设的《毛泽

东思想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提供学理支撑和价值支撑。

（四）适用专业与学时分配

适用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学生。

学时分配：

教 学 内 容 与 时 间 安 排 表

章次 内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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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近代中国社会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准备 5 4 1

第二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 5 4 1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 3 3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6 5 1

第五章 国共合作与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 6 5 1

第六章 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 7 5 2

第七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8 5 3

第八章 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 6 4 2

第九章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6 4 2

第十章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开启

6 4 2

复习、总结 2 2

二、课程目标

（一）课程具体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达到以下目标：

1.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和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

2.系统掌握中国近代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斗争史，掌握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

3.了解中国革命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逻辑关联，了解学习科学相关知识的方法与途径，注

重知识的整合与融通。

4.了解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具备运用学科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能够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完成学习任务，在合作学习过程中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伙伴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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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支撑的毕业

要求

课程目标 1 2.2 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人文底蕴、

科学精神和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
2.教育情怀

课程目标 2 3.1 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基

本知识、原理和技能，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思想和方

法，了解其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表现形式与教育意

义。

3.学科素养

课程目标 3 3.2 了解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的逻辑关联，了解学习

科学相关知识的方法与途径，注重知识的整合与融通。

课程目标 4 3.3 了解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具备运用学科知识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5 8.2 积极参与集体活动，能够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完成学

习任务，在合作学习过程中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

获得良好的学习体验。

8.沟通合作

三、教学设计与内容

（一）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1.专题教学法

依据课程内容时间顺序和具体历史史实，组织史料和论据，进行专题教学，突

出论证性、连贯性和系统性特点，增强课程的历史感和逻辑性，同时又做到理论联

系实际，发挥教育作用和政治导向作用。

2.互动教学法

《中国革命史》是一门历史和思想性融为一体的课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由近代走到现代，这个历史过程和其中蕴涵的真理性的东西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作为教者，只能是认认真真地去了解，正视历

史，尊重历史。也就是必须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让学生了解。这就需要教师具

有清晰的思路和鲜明的观点，给学生以教学引导。在这个前提下，在课堂教学中要

紧紧引导学生的思维和兴趣进入课堂教学的内容中，启发他们思考问题，回答问题

同时课堂也安排讨论、辩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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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视频、影像辅助教学法

《中国革命史》课中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均有许许多多的影像专题资料。把

这些东西，引入课堂教学中是正确的选择。它能将活生生的真实事例展现在学生面

前，作用于其感官，使其通过分析、评判，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为学生创

造身临其境的感受，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教学内容纲要

第一章 近代中国社会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准备（5学时）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必

然性。

2.理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灾难深重的

根源，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旧式农民战争和资

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都不能够将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引向胜利。

3.掌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矛盾。

二、主要内容：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根源 2学时

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矛盾

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

第二节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和对民族出路的早期探索 3学时

一、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三、洋务派官僚的洋务运动

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维新运动

第二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5学时）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历史必然性。

2.理解：武昌起义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3.掌握：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进



5

步性。

二、主要内容：

第一节 辛亥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1学时

一、十九世纪末 20 世纪初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深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形成

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

四、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

第二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清王朝的斗争 2学时

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的提出

二、革命与改良的论战

三、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

第三节 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2学时

一、武昌起义的爆发及各地的响应

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三、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3学时）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军阀割据和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加剧。

2.理解：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3.掌握：从袁世凯篡权导致辛亥革命失败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屡遭挫折的历史教

训。

二、主要内容：

第一节 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和革命派的抗争 1.5 学时

一、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二、“二次革命”

三、护国运动

第二节 军阀割据和护法运动 1.5 学时

一、军阀割据和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加剧

二、两次护法运动的发动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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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及其历史启示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的开端（6学时）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2.理解：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3.掌握：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伟大意义。

二、主要内容：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条件的生成 1学时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三、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

第二节 五四运动 2学时

一、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和五四运动的爆发

二、五四运动的两个发展阶段

三、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3学时

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结合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伟大意义

四、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和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第五章 国共合作与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6学时）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国共合作对推动中国革命的作用。

2.理解：革命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3.掌握：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

二、主要内容：

第一节 国共合作的形成 1学时

一、军阀混战下的纷乱政局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方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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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中山晚年的转变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

四、国共合作的形成

第二节 国民革命的兴起 1学时

一、广东革命大本营的建立

二、北京政变和国民会议运动

三、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四、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与斗争

五、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第三节 国民革命的高潮 2学时

一、北伐前夕的国内局势和北伐的准备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

三、反帝斗争和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四、国民革命造成的新气象

第四节 国民革命的失败 2学时

一、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二、四一二政变与国民革命的局部失败

三、中共中央在应对革命危机中的失误

四、七一五政变与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

五、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

第六章 土地革命战争与抗日救亡运动（7学时）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国民革命失败后所建立的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

2.理解：“九·一八”事变后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3.掌握：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

的实践。

二、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学时

一、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和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必要性

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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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辛探索

四、土地革命、反“围剿”战争和根据地建设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2学时

一、日本灭亡中国的图谋和九一八事变

二、九一八事变后的时局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三、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力量进行的局部抗日战争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严重挫折和新局面的开创 2学时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二、遵义会议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三、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创

四、国民党统治区的左翼文化运动

第四节 华北事变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2学时

一、华北事变与民族危机的加深

二、一二·九运动与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涨

三、国共两党政策的调整与合作抗日的酝酿

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内和平的基本实现

第七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8学时）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2.理解：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大团结对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作用。

3.掌握：抗日战争在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

人民作出的历史贡献。

二、主要内容：

第一节 全民族抗战的兴起 1学时

一、卢沟桥事变及日本的侵华罪行

二、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三、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和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

第二节 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 1学时

一、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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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三、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四、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第三节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解放区的发展壮大 2学时

一、持久战战略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制定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三、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斗争

四、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和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五、整风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第四节 沦陷区人民、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的抗日斗争 2学时

一、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二、台湾同胞和香港、澳门同胞的抗日斗争

三、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

第五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 2学时

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三、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及伟大意义

第八章 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 （6学时）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

必然。

2.理解：中间势力与中间党派在战后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第三条道

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走不通。

3.掌握：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意义和基本经验。

二、主要内容：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围绕建国问题的斗争 1学时

一、抗战胜利后的局势和各党派的主张

二、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的方针

三、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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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2学时

一、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和共产党打退国民党进攻的方针

二、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三、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与农民的广泛发动

四、夺取全国胜利纲领的制定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全面实施

第三节 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学时

一、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二、各民主党派的历史性转变

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格局的形成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2学时

一、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决战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

二、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方针

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共同纲领》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和基本经验

第九章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6学时）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

2.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巩固新生政权所做的

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过程、意义。

3.掌握：到 1952 年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

二、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革命转变的开始 2学时

一、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

三、共产党全面执政地位的确立及其主要任务

第二节 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巩固新生政权 2学时

一、祖国大陆的统一和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

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三、土地制度的改革和镇压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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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各项民主改革的开展

五、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的确立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开展 2学时

一、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二、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初步实施

三、“三反”“五反”运动

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

五、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国民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

第十章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启 （6学时）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经验。

2.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历史必然性。

3.掌握：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

二、主要内容：

第一节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 2学时

一、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

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

第二节 过渡时期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建设 2学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和人民民主政权建设

二、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

三、建设现代化人民军队

四、开展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

五、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实施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2学时

一、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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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复习 （2学时）

（三）实践教学安排

结合课程的内容一是安排走出去参观历史纪念馆，之后讨论、发表感想。二是

结合重大历史纪念活动，引导学生通过多种形式（课件，短剧，演讲等），进行情

境展示，提高认识。三是引导学生选取历史事件、典型人物、英雄群体等内容，进

行调查分析，形成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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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对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

（二）考核方式及具体要求

本课程采取期末答卷考试与平时考核（课堂发言、课堂讨论、小组讨论）相结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评价依据

1. 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人

文底蕴、科学精神和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

1.以史实为基础的点

评。

2.综合分析和评价。

小组讨论 1

2.系统掌握中国近代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英勇斗争史，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

1. 历史事件过程、意

义。

2.历史人物贡献。

3.历史经验。

4.相关史实的内在逻辑

联系。

闭卷考试

3.了解中国革命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逻辑关联，

了解学习科学相关知识的方法与途径，注重知识的

整合与融通。

1.了解学科关联。

2.知识的整合与融通。

课堂发言

4.了解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具备运用学科

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

联系。

2.运用学科知识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

课堂讨论

5.能够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完成学习任务，在合作

学习过程中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
1.小组合作完成学习任务

的能力。

2.通过合作学习提高

认知。

小组讨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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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方式。其中，平时成绩占 40%，期末成绩占 60%。平时成绩由课堂发言（10%）、

课堂讨论（10%）、小组讨论 1（10%）、小组讨论 2（10%）成绩组成。平时成绩根据

完成情况评定。期末考试成绩根据试卷成绩给出，采用闭卷形式进行。

五、推荐教材及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9．

（二）参考教材

1.崔晓庚、孙洪波主编《中国革命史专题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撰写人：于洪波 审定人（系主任）：

院（系）主管领导：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