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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一）》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标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重点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举措及其取

得的成就；掌握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时期的重要会议、决策、取得

的重大成就及其失误；认识和了解中国人民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

建设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学习这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有助于科学地、全

面地认识共和国近70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理解当前改革开放的必然性，认清新

世纪面临的各种挑战。 

二、考试内容：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 卷）（1949-1978）》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   

一、开启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二、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制定和实施   

三、中国大陆的统一   

四、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斗争   

五、建立国营经济和新的经济秩序   

六、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第二章 抗美援朝战争   

一、反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侵占我国领土台湾   

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三、朝鲜停战的实现   

第三章 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   

一、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二、全社会的民主改革运动   

第四章 恢复国民经济与各项建设的展开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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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互助合作事业的初步发展   

三、民主建政和民族工作的开展   

四、宣传思想工作的开展和教育文化事业的改革   

五、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六、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   

七、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   

第五章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三、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第六章 全面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大力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二、引导个体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   

三、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七章 过渡时期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实行  

二、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形势和新进展  

三、宣传思想工作和文化建设的发展   

四、增强党的团结及审干肃反运动   

五、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   

第八章 争取有利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   

一、出席日内瓦会议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二、出席亚非会议与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   

三、围绕台湾问题同美国的斗争   

第九章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一、农业合作化的加速完成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建立   

二、手工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四、过渡到社会主义历史任务的基本实现   

第十章 党的八大和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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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面临的国际形势   

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   

三、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第十一章 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学说   

二、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三、反右派斗争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二、“大跃进”运动   

三、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四、“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   

第十三章 九个月的初步纠“左”和纠“左”过程中的探索   

一、对“左”倾错误的初步觉察   

二、纠正“左”倾错误的初步展开   

三、在纠“左”中对若干问题的新认识   

第十四章 庐山会议纠“左”的曲折和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考   

一、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   

二、全党范围的“反右倾”斗争及其严重后果   

三、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问题的探索   

第十五章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全面调整   

一、调整方针的提出和初步贯彻   

二、七干人大会与全面调整的决策   

三、各领域的全面调整和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   

四、维护民族团结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革   

第十六章 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中期党的外交方针和中国对外关系   

一、为维护国家主权同美国、苏联进行斗争   

二、中国周边形势的变化和为坚持和平外交政策的努力   

三、与美、苏两大国对抗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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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和“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一、国民经济调整的继续和完成   

二、60 年代前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业绩   

二、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和奋发图强的社会风貌   

第十八章 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左"的错误的发展   

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及其政治影响   

三、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   

第十九章 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   

一、突出成就和基本经验   

二、探索中的曲折及基本分析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一、“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二、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六条   

四、“文化大革命”迅速扩展到全国   

第二十一章 从“全面夺权"到党的九大   

一、“全面夺权”导致“天下大乱”   

二、中央领导层反对动乱的抗争   

三、“全面内战”和试图控制局面的努力   

四、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十二章 “斗、批、改”运动与 70 年代初的国民经济   

一、战备高潮与“斗、批、改”运动  

二、70 年代初的国民经济   

第二十三章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及其覆灭   

一、九届二中全会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矛盾的激化   

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第二十四章 批判极左思潮和落实党的政策   

一、“批林整风”运动   

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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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判极左思潮的中断与十大的召开   

第二十五章 外交战略的转变和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一、外交工作受到冲击和对外关系的初步修复   

二、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   

三、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出现   

第二十六章 1975 年的全面整顿   

一、“批林批孔”运动和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二、挫败江青集团“组阁”阴谋的斗争   

三、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   

四、对邓小平的错误批判导致整顿中断   

第二十七章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二、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性抗议运动   

三、党在关键时刻扭转危局   

第二十八章 对“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基本分析   

一、“文化大革命”内乱的严重危害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若干进展   

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第二十九章 “文化大革”的结束和“左”的指导方针的延续   

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   

二、国民经济的复苏和急于求成倾向的出现   

三、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三十章 拨乱反正的局部进展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一、平反冤假错案和澄清教育科学文艺领域的是非   

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三、真理标准讨论对拨乱反正的有力推动   

第三十一章 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   

一、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外交工作的积极成果   

二、改革开放和工作重点转移的酝酿   

三、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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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基本经验   

三、试卷结构： 

1.名词解释 

2.简答题 

3.论述题 

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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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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