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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原因：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新文化

运动促进思想解放；十月革命的影响；巴
黎和会外交的失败。

历史意义：它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
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
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
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
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
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
碑意义。

3版
一、选择题
1.C
提示：中日民族矛盾不是当时的主

要矛盾，排除A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
失败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排除B项；从材
料明显可以看出，五四运动是反对列强
对华的侵略，要收回日本在山东的主权，
这体现了五四运动的实质是反帝救亡运
动，故选C项；材料不是强调北大成为反
对帝国主义运动的主要阵地，排除D项。

2.D
提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主流，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步青年
更多地关注民族和社会的解放，D项正
确；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而引发的思
想解放，更多的是对个体解放的关注，如
新文化运动，排除A项；材料中的转变主
要是内部因素促成的，排除B项；民族矛
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是在 1935年华北
事变之后，与题干中青年发展的阶段性
相隔较远，排除C项。

3.B
提示：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五

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由无产阶级领导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和正
确的前进方向，使得中国革命焕然一新，
故 B项正确；太平天国运动属于旧式农
民起义，排除A项；武昌起义属于资产阶
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排除C项；义
和团运动是“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
抗争”，排除D项。

4.C
提示：依据材料“强调国民革命运动

必须联合工农才能取得胜利”可知，孙中
山认识到工农的重要性，这就丰富了民主
革命的内涵，故C项正确；工人阶级登上
政治舞台是在 1919年的五四运动，故A
项错误；指导思想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
故B项错误；D项与材料无关，排除。

5.C
提示：从表格信息可以看出，革命阵

营内部出现了矛盾，面临分裂的风险，故
C项正确；当时国民革命运动还没有失
败，排除A项；材料不能体现中国共产党
的政策问题，排除 B项；从“武汉左派对
蒋介石已持宣战态度”可以看出当时没有
出现宁汉合流，排除D项。

6.B
提示：结合所学可知，“东北易帜”反

映奉系军阀从形式上服从国民政府，国
民政府只是形式上基本实现全国统一，
故B项表述错误，符合题意；“宁汉合流”
的实质是国民党各个派系的暂时联合，
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标志着国民政
府专制统治的确立，表述正确却不符合题
意，排除A项；国民政府的建立有利于全
国政局稳定，为民族工业发展提供稳定的
国内环境，表述正确却不符合题意，排除
C项；官僚资本以国民政府为支撑，其膨
胀不断挤压吞并民族资本，阻碍民族资本
的发展，表述正确却不符合题意，排除D项。

7.C
提示：依据材料可知，共产国际驻华

代表顾问布留赫尔建议中国共产党应该
走城市中心论的道路，毛泽东主张走农
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二者都是对新民主
主义革命道路的一种探索，故C项正确；
A、B两项只符合毛泽东的主张，均排除；
材料强调了城市中心论、农村包围城市的
两种道路，1927年 7月时中国共产党仍
然在坚持城市中心论，故D项错误。

8.C
提示：依据题干时间“1931年”和两

幅图示并结合所学可知，1931年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建
立，从图示镰刀、斧子等标志可以看出，
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故C项正确；依
据题干时间可知，当时处于国共十年对
峙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
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已经突破了俄国
城市中心论模式，故A项错误；材料只是
涉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没有涉及
国民党的政权，因此 B项不符合材料主
旨，排除；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可以看出，该政权具有国际共产
主义和苏俄的特点，故D项错误。

二、非选择题
9.（1）特点：青年学生揭开运动序幕；

运动范围从北京扩展到全国；参与的社
会阶层迅速扩大。

直接原因：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
（2）政策举措：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积极作用：国民党的革命性增强，壮

大了民主革命力量；促使民众反帝爱国
运动高涨；推动国民革命运动走向高潮。

（3）实质任务：实现国家统一；获得
民族独立。

主要因素：民族民主意识觉醒；民族
凝聚力增强。

10.观点：《七律·长征》是红军长征
史实的思想反映。

论述：1934年10月，由于王明的“左”
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为了
保存革命力量和挽救民族危亡，红军主
力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长征。

1936年 10月长征结束，中国共产党
以延安为中心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
地，成功地实现了战略转移，为新民主主
义革命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这首诗创作于红军越过岷山以后，
长征即将取得胜利的途中，形象地概括
了红军长征的战斗经历，赞扬了红军不
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
观主义精神，尽管这首诗不是原始材料，
却反映了历史，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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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版
一、选择题
1.C
提示：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时期东北

三省并没有独立出去，排除A、B两项；材
料中的地图反映的是日本、朝鲜和中国东
北地区，有三个不同的政权，应该反映的
是当时的日本政权以及在朝鲜的傀儡政
权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伪满洲国政权，所
以这个地图应该是在 1932年才会绘制
出来的，这应该是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故
选C项；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日本已经投降，
东北地区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排除D项。

2.C
提示：全国抗战开始的标志是 1937

年的卢沟桥事变，排除A项；材料没有强
调东北义勇军活动遍及东北全境，排除
B项；材料没有反映出沉重打击了日本
的侵略气焰，排除D项；从材料中可以看
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
东北的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
大贡献，故选 C项。

3.B
提示：材料表明九一八事变后各中间

政派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这是当时
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故选B项；A、
C两项说法太绝对，排除；1937年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故排除D项。

4.D
提示：西安事变主要是要逼迫蒋介石

抗日，没有真正进行武装抗日，排除A项；
卢沟桥事变是在 1937年，西安事变是在

和无党派人士组建了新中国政权，反映

了新中国政权具有鲜明的民主性，故 B
项正确；我国并不是各党派的联合执政，

而是共产党执政，其他民主党派参政，排

除 C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制度

得以建立，是 1949年政协会议的召开，

材料没有直接体现出这一信息，排除D项。

2.B
提示：依据材料“经过了七次反复的

讨论和修改，由五六百位代表分组讨论

了两次”可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的制定经历了反复的修改过

程，听取了来自不同阶级和阶层的诸多

建议后，最终才被确认通过，故 B项正

确；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是 1954年制定

和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排

除A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见证的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

而爱国统一战线的说法是在改革开放之

后才正式确定下来的，故排除C项；新中

国第一次普选是在 1953年，而《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定和通

过是在 1949年，排除 D项。

3.D
提示：A项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B项是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C项

说法不符合史实，现在我们还面临台湾
问题的解决；结合所学可知，1949年，开
国大典标志着新中国的成立，“标志‘新
中国’的核心元素大量出现在各阶层的
游行队伍中”表明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
同，D项正确。

4.A
提示：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新中国成

立后，随即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农民获得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于是出现了“细
作精耕产量加，原来土地已还家。一门
绝早田中去，脸放红光心放花”这样的现
象，故 A项正确；B项不符合题干主旨，
排除；三大改造在 1953年才开始，农业
合作化运动是三大改造的内容之一，故
排除C、D两项。

5.C
提示：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投机资本

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投机粮食、棉
纱和煤炭市场，引发全国性涨价高潮，人
民政府紧急从全国各地调集物资，同时收
紧银根，平抑了物价，稳定了市场，这一事
件被称为“米棉之战”，故 C项正确；“银
元之战”在之前发生，排除A项；材料没
有体现没收官僚资本，排除B项；土地改
革运动是在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
革的农村进行的，排除D项。

6.C
提示：农民互助合作在宣传画中未

体现，时间不符，排除A项；人民公社化

运动时间是在 1958年，排除 B项；1950
年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一时期的

劳动英雄在宣传画中的形象更多的是提

倡在新政权下建设国民经济，C项正确；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是在1956年，排除D项。

7.A
提示：依据题干中美国陆军官方对

中国的评价“共产主义中国再也不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

了”可知，抗美援朝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

际地位，故 A项正确；结合所学知识可

知，“保障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是抗

美援朝战争的意义，与题干所给材料信

息不符，排除 B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开拓了新中国外交新局面”是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影响，与题意不符，排

除 C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造就了国

内团结统一和社会稳定”是抗美援朝战

争的意义，与题干所给材料信息不符，排

除D项。

8.D
提示：依据材料“不仅自己不提出容

易引起争论的议题，还有效地淡化了中

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化特

质，从而避免使中国陷入关于意识形态

和社会政治制度争论的陷阱”可知这次

会议是万隆会议，加强了中国同亚非各

国的联系，故D项正确；A、B、C三项均不

符合题意，排除。

9.B
提示：官僚资本主义在建立新中国

的过程中没有作出贡献，排除A项；从材

料信息可以看出，材料中的政策所针对

的应该是既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中发挥

了积极促进作用，同时又带有剥削属性

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材料中的措施

保障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顺利进

行，故B项正确；手工业者在近代中国没

有对其他人进行剥削，排除C项；农村土

地集体化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

要把农民的土地由私有制变成公有制，

材料中体现不出这一特征，排除D项。

10.A
提示：“一五”计划是从 1953年到

1957年，一届全国人大制定宪法是在

1954年，符合材料的时间特征及题旨，

故A项正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外交

政策，排除 B项；抗美援朝是从 1950年

开始的，1953年停战，排除 C项；上海合

作组织是2001年建立的，排除D项。

二、非选择题

11.（1）政治举措：确立法律依据，先
后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创立

政治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了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
国防，抗美援朝。

（2）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以苏联为首
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一边倒”的方针；
对资本主义国家则提出了“打扫干净屋
子再请客”的方针。

12.示例 1 命题三需要修改：在国家
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其工业化的启动以
及深入推进都需要强大的国家导向与政
治推动。

19世纪 60年代，内忧外患下的清政
府，在以洋务派为首的中央和地方官员
的推动下，开展了洋务运动，兴办军用工
业和民用企业，开启了晚清工业近代化
的历程。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放宽
民间设厂的限制，客观上推动了民族资
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初
期，在工业落后和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中
国共产党以国家政权力量推行一系列政
策，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营经济、
稳定物价和开展土地改革等措施逐步恢
复国民经济。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
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第一个五年计
划，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
工业化，推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
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综上所述，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
基础。工业落后的国家不仅在工业化启
动时期需要国家力量的推动，而且在工
业化进一步深入发展之时，同样要以国
家的政治推动为动力，促进工业的发展。

示例 2 赞同命题四观点：一个国家
经济愈落后，农村势力在社会变革中就
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

国共产党吸取革命失败的教训，逐渐探

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农
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
发挥了重要作用，壮大了中国革命的社
会基础，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农

村开展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所有

权，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国

民经济的恢复，有利于新中国政权的巩
固。在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期间，中
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
实现了农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大转
变，继而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
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和
建设中的重要力量，在社会变革中起了
重要作用。

历史
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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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不具备货币属性，但是日本将军票
强行在沦陷区发行，实质上是变相地掠
夺沦陷区物资，通过“以战养战”的方式
来适应长期作战的需要，故C项正确；军
票在沦陷区发行而非在整个中国发行，
因此不能认为其目的是破坏中国的金融
体系，故A项错误；1938年根据地尚不是
日本重点打击对象，而且推行军票并不
能实现对根据地经济打击的目的，故 B
项错误；战时经济体制强调的是战争状
态下由战时政府全面控制和干预国民经
济体制与运行机制、经济部门、经济政策
及经济活动的总称，与题干内容不符，故
D项错误。

10.D
提示：根据题干材料可知，抗战时期

国民党恢复北伐战争时期军委政治部并
邀请共产党及民主人士加入，共产党积极
发动群众应战，这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巩固，有利于推动全民族抗战局
面的进一步发展，D项正确；全面抗战共
识是在七七事变后，排除A项；此时为抗
日战争时期，排除B项；党内合作是国民
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特点，排除C项。

11.C
提示：根据材料“这一伟大的胜利，

击破了敌军贯通粵汉横截中华的企图，
光荣地保卫了湖南省会”可知，这一战役
是长沙会战，根据材料“对于爱国的人们
意识中积郁着的一些苦闷与沉寂给以极
厚的安慰，展开一幅反攻胜利的鲜艳的
画图”可知，这一战役的胜利鼓舞了民众
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C项正确；1935年
八一宣言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
起，A项排除；B项是 1937年的淞沪会战
的意义，排除；题干材料“光荣地保卫了
湖南省会”说明这一战役发生在湖南而非
华北，排除D项。

12.C
提示：根据题干时间可知，当时处于

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根据表格信
息可知，日军和伪军的人数和占比数据
较高，说明日本军事方面主要进攻敌后
战场，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战主战场，故
C项正确；材料没有比较 1938—1943年
前后日本侵略的情况，因此无法得出日
本加大了对华侵略的力度，故A项错误；
表格信息只是涉及日本对中国敌后战场
作战使用兵力及占比情况，没有涉及国
民党的情况，故B、D两项错误。

13.A
提示：根据题干中的时间和通过

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并结合所
学可知当时正是抗战期间，抗日为当前
革命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为联合一切
抗日的力量，实行“放弃了工农民主，对

选民参选资格明确规定无阶级区别的条
款，实现普遍的公民权”，建立抗日民主政
权，因此A项正确；B项在材料中没有体
现，排除；C、D两项没有体现材料的主旨
和实施的目的，均排除。

14.D
提示：材料不是强调英国和美国在亚

太地区投入兵力非常少，排除A项；材料
不是强调日本法西斯要通过战争称霸世
界，排除B项；C项表述太片面，排除；从
材料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在抗战过程中一
直拖住日军的主力，有力地配合了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故选D项。

15.B
提示：结合所学知识可知，1947年 6

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
主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跃进大别山，揭
开战略进攻的序幕，据此依据材料“《夜
渡黄河》”“一跃而飞过天险，表现出刘邓
大军的英雄气概”等信息可知B项正确；
A项涉及抗日战争，排除；C项是三大战
役的影响，排除；D项是渡江战役的影响，
排除。

16.D
提示：国民革命军没有建立统一的民

主革命政权，排除A项；辛亥革命是资产
阶级领导的，没有体现无产阶级的先进
性，排除B项；辛亥革命没有统一战线作
为指导，排除C项；材料反映的都是近代
民主革命，任务都是反帝反封建，故选D项。

二、非选择题
17.（1）原因：《辛丑条约》签订后，中

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
阶级矛盾激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新文
化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的影响；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需要。

（2）原因：反帝反封建成为全国人民
的共同诉求；共产国际的推动；共产党是
中国的新兴力量且中共早期的活动已初
见成效；国民党内部组织涣散，派系林
立，亟须吸收新的力量来改组国民党。

18.（1）主要贡献：推动国共合作，建
立统一战线；坚定斗争目标，保证革命方
向；共创黄埔军校，推动革命进程；领导
工农运动，配合革命发展。

（2）原因：蔡和森、毛泽东“上山”的
建议未引起足够重视；共产国际寄希望
于国民党左派力量维系国共关系；共产
党人轻信张发奎的声明，犯了右倾机会
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缺乏斗争的经验
和实践。

19.信息：从延安到西柏坡。
论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发

展推动中共中央驻地的迁移。土地革命
后期，经由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重心从江西转移到了陕北，在陕北的经
营与活动，一方面保留了中国革命的火
种，另一方面在日本侵华的大局下，呼唤
了民众团结抗日的精神，并最终促成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在抗日战争
期间，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正面战场配
合国民党打击敌人，另一方面在抗战的
大后方指挥中枢延安大力发动民众，积
极生产，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积极
有效的政权建设，巩固团结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打击了国民党的投降倾向，并通
过科学的分析，坚持了持久战，最终迎来
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的矛盾逐渐
凸显出来，国民政府一意孤行地推行假
和平真内战的方针，不顾全国人民要求
和平建国的迫切愿望，于 1946年 6月挑
起全面内战，在这一紧要关头，中国共产
党予以坚决的态度回击国民党的独裁战
争策略，经由战略防御阶段后，大力发动
群众，揭穿国民党反革命面目，并主动撤
离延安，以配合下一阶段对敌的进攻，中
央迁址西柏坡，一方面配合了人民解放
战争进入第二年的战略步调，一方面为
下一阶段的战略进攻定下基调。在随后
的两年，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紧
张，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主力被基本
歼灭的情况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宣告
着在西柏坡任务的顺利完成，并为进京
赶考制定了目标和计划。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驻地的每一次
变动，都反映着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历
史时期内，依据国内外矛盾的变化进行
的调整，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为中国
革命的最终胜利做了扎实的铺垫，并不
断推动中国革命的前进。

提示：根据材料内容和所学，整体上，
驻地变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奋斗
历程、革命重心转移、主要矛盾和革命任
务变化等，某一时期的驻地反映了当时中
国共产党的斗争任务和中心工作，应注
意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可以列举的信
息：中共中央的驻地经历了城市—乡村
—城市的转移；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
央驻地主要在上海；抗战时期中共中央
的驻地主要在延安。论述时主要结合中
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历程进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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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B
提示：从题干材料内容明显可以看出

反映的是政治协商制度，而不是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排除A项；从题干材料内容
可以看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治协
商制度基础之上团结了大量的民主党派

1936年，排除B项；从材料中可以
明显看出，西安事变和沈阳、卢沟
桥事变有关系，排除C项；从材料

中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应该是在中日民
族矛盾不断加深的情况之下，中国人民
要求抗战而进行的政变，西安事变以后
逐渐形成了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的全民
族抗战，故选D项。

5.B
提示：1937年到 1944年，东北地区

被日本占领，东北地区煤、生铁、电力产
量增长较快，主要是为日本侵略提供战
略物资的需要，反映了日本“以战养战”
的战略目标，故B项正确；A项不能反映
材料的实质，故排除；材料反映了日本

“以战养战”的战略，C项不符合材料主
旨，故排除；材料信息不能体现日本轻工
业发展情况，排除D项。

6.D
提示：材料反映出中国战场的抗战，

但没有体现出在太平洋战场的地位及在
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故A、B两项错
误；材料没有反映出中日实力的对比，不
能体现出抗战的异常艰苦，故C项错误；
材料反映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
共产党敌后战场抗击大多数日军，是抗
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故D项正确。

7.D
提示：“1945年”“国共谈判”指的是

重庆谈判，且漫画表明，表面上国民党与
中国共产党和谈，暗地里却将枪口对准中
国共产党，这揭示了国民党政府假和平和
真内战的企图，故D项正确；A项发生在
1937年，排除；B、C两项史实错误，均排除。

8.D
提示：依据图示可知，1945—1947

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大量发行货币，这一
举措导致通货膨胀，不利于国民经济良性
发展，故D项正确；1945—1947年处于人
民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大量发行货币
的目的是为内战服务，而非发展经济，故
A项错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货币使得官
僚资本膨胀，并非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
义，故B项错误；C项与题干无关，且与史
实不符，排除。

9.C
提示：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淮海战役

的中心是“徐州”，国民党主要指挥官有
“李延年”等，再依据材料“国民党的贪官
污吏们正慌忙地逃出南京”可知 C项正
确；A发生在东北地区，排除；B发生在
北平、天津一带，排除；D项中的“江”指
长江，排除。

10.A
提示：从材料“把武器保存起来，拿起

建设的武器”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
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军事斗争转向经济
发展，故选A项；从材料“把战斗的武器
保存起来”中可以看出，已经不侧重于武
装 斗 争 ，“ 转 向 工 农 武 装 割 据 ”是 在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排除B项；C项
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排除；新中国成立之
前，没有转向社会主义改造，排除D项。

二、非选择题
11.（1）延续：以抗日为中心。
变化：由反对国民党变为联合国

民党。
（2）同意。
说明“坚定性”观点：中国共产党始

终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
族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任
何私利；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
践相结合的原则。

说明“灵活性”和“创造性”观点：中
国共产党以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社会矛
盾、革命形势、革命力量、革命对象等客
观条件的变化为依据，制定符合中国国
情的斗争策略和中心任务，领导革命走
向胜利；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
命的理论。

12.（1）经济：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
亿万农民分到土地；极大激发了农民革
命和生产的积极性。

军事：展开进攻，收复失地，刘伯承、
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千里
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2）概括：以无产阶级的领导取代资
产阶级的领导，提出彻底的民主革命纲
领，组建统一战线，探索出以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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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A
提示：依据材料“社会改造”“‘主义’信

仰”“民众本位”“阶级斗争”等可知，五四
时期，马克思主义影响着社会言说系统，
说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故A项正
确；B项中的“开始”这一说法不符合史实，
故 B项错误；C项的“初步胜利”在材料
中未体现，故 C项错误；D项中的“建立
无产阶级政党”的说法不符合材料主旨，
故D项错误。

2.D
提示：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应该是

1920年的 11月，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
成立，所以不可能阐述共产党的基本政
治主张，排除A项；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
动相结合，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开始了，
排除 B项；第一次以书面形式传播了社
会主义是在 1918年，排除 C项；从材料
可以看出，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
独秀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对中国共产
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故选D项。

3.C
提示：从材料中三民主义明确反

帝反封建军阀可以看出，这是孙中山的
新三民主义，而新三民主义与中共民主
革命纲领在反帝反封建的原则上基本一
致，这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
故 C项正确；毛泽东赞同新三民主义的

反帝反封建主张，但因为阶级立场不同，
两者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故排除A项；
新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共产
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故排
除 B项；新三民主义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的利益，与马克思主义代表无产阶级利
益不同，故排除D项。

4.A
提示：1927年 2月，国民革命运动正

如火如荼进行，不少“新青年”放弃了“三
不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转而信仰三民
主义、共产主义，这一现象表明国民革命
运动时期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使两党的
思想均进一步得到传播，促使更多青年
觉醒和进步，其关注点更加符合中国实
际，故A项正确；国民革命的前提是第一
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而非思想解放，且材
料没有强调思想解放的作用，排除 B项；
此时国共两党尚处于合作状态，并不存
在“争夺的焦点”，排除C项；1927年，七
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
全面破裂，材料中的现象与此无关，不能
成为预示，排除D项。

5.C
提示：南京国民政府用发行新的国债

来绑架私人银行体现了国民党经济上利
用集权政权来排挤民间资本，加强对银
行的控制，C项正确；材料未体现政府的
经济困难解决了这个结果，排除A项；B
项与材料无关，排除；材料中没有体现出
银行家的态度，排除D项。

6.C
提示：结 合 所 学 知 识 可 知 ，1929

年，农村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工农
革命力量在不断壮大，根据材料文字“我
最注意那朱毛的行踪”等信息可知 C项
正确；此时日本还没有发动对中国的侵
略战争，故排除A项；B项在题干中未体
现，排除；题干并没有体现民众对国民党
独裁统治的态度，故排除D项。

7.C
提示：根据时间“1934年”可知是抗

日战争时期，根据材料“青天白日光明”
“复兴汉族把国保”可知人民群众的抗日
要求，反映出民族危机激发了抵抗情绪，
C项符合题意；A、B、D三项不符合题意，
均排除。

8.A
提示：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国

共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的标志是西安
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分
裂对峙走向合作抗日的开始，A项正确；
重庆和谈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B项不
符题意；根据所学可知，1937年 9月，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与材料“巩固
国内团结，加速准备抗战的一页”不符，
C项错误；材料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故
D项说法错误。

9.C
提示：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可知，军

票既没有正式的发行机构，又没有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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