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学习教育知识点（一）

一、填空

1.实现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 的前途命运

紧密相连。（国家和民族）

3.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 和

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其

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

4. 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

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

基础上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5.如果没有一九七八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 ,并坚定

不移推进 ，坚定不移把握 的正确方向，社会

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改革开放、改

革开放、改革开放）

6.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 的

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

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实事求是）

7.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

的 ，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



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

必要，因为历史是 。（历史经验、最好的教科书）

8.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

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

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东北、杨靖宇）

9.各级党校要把党性教育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深入开展理

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深入开展 教育、革命

传统教育，深入开展 教育、 教育、反腐倡廉

教育，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

容。（党史国史、道德品行、法治思维）

10.要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和

，特别是要了解当代中国的 。（人文思想、发

展阶段、马克思主义）

11.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为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 做出了重要贡献。（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

12. 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 的胜利

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 。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人民服务员）

13.创业难，守业更难。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要很好学

习了解 、 ，守住党领导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党史、新中国史）

14.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伟大奋斗，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

事：一是完成了 ，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

是完成了 、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三是进行了 ，开创、坚持、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

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15.邓小平同志指出：“把 同 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

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我国的具体实际）

16.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

路，领导中国人民 、建立起 的新中国。（推

翻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

17.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基本路线，在探

索和实践中找到了、坚持了、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并且在这条总道路下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 、 和 等领域中的一些具体道路。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

18.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都是顺应

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

实行）

19.由于对世界大势作出了准确判断，我们党确立了

是时代主题的认识，才有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才有



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启。（和平与发展）

20.在前进征途上，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 ，紧紧依靠

人民，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21.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22.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

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

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中国革命历史）

23.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

头脑清醒，靠保持 。（“两个务必”）

24.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十分重要，思政课就要讲好中华民族

的故事、 的故事、 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故事、 的故事，特别是要讲好 。（中

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故事）

25.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

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

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 。（“红岩精神”）

26.要学习 、 ，懂得党的初心和使命之可贵，

理解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之重要。（党史、新中国史）

27.一百年前， 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

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

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望道）

28. 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

全党的榜样。（焦裕禄）



29.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

和 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

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崇高理想信念、道德品质追求）

30.要用 精神净化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好，干部队伍就

会风清气正、心齐气顺，社会风气就会积极向上、充满正能

量。（延安）

31.唯有 上站得住、立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

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精神）

32. 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

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革命老区）

33.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根本原因是始终

坚持和践行 、 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

34.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一九二

一年 ，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

35. 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

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

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

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

泽东）



36.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

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

由 向 的转变。（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

37. 的胜利， 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

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民主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38.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

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 、 、 。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39. ，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

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40.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

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独立自主）

41.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

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

的 、 、 、 ，绝不做亵渎祖先、亵

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

化观）

42.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

了 、 的思想路线，停止用“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



上来，作出实行 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

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

43.一九四九年九月，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庄严宣告，新中国实行 。（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

44.一九五四年九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 和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45. 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我军

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

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

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古田）

46.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

这个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 至关重要，

至关重要。（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维护党中央

权威）

47.对党忠诚，关键是要有 。（坚定的理想信念）

48. 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

（旗帜鲜明讲政治）

49. 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

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

概和革命精神。（长征）



50.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

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

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 向 的

转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打下坚实基础。（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民族战争）

51.长征的胜利，推动一大批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

发展起来， 在神州大地渐成燎原之势，有力推动了

到来。（革命的火种、新的革命高潮）

52.长征 之长、 之大、 之远、 之险恶、 之

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

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历时、规模、行程、环境、战

斗）

53.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红军长征是二十世纪最能影

响世界前途的重要实践之一，是充满 、用 谱

写的人类史诗。（理想和献身精神、意志和勇气）

54.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

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

奋斗目标、实现 的中国梦。

（“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5.今天的长征同当年的红军长征相比，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

已经走过的新长征之路相比，虽然在环境、条件、力量等方

面有一些差异甚至有很大不同，但都是具有 、

、 的事业。（开创性、艰巨性、复杂性）

56.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夺取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 、 需要

跨越，还有许多 、 需要征服。（“雪山”、“草地”、

“娄山关”、“腊子口”）

57.长征是一次 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 大远

征。长征是一次 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 的

伟大远征。（理想信念、检验真理、唤醒民众、开创新局）

58.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中强化 、 、 、 ，确保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59.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 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

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南昌）

60.南昌起义连同 、 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

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

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61.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

，奠基于 ，定型于 ，是人民军队完全

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南昌起义、三

湾改编、古田会议）

62.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 ，民族复兴必然是

空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63.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

互相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新的伟



大工程。（党的建设）

64.只有 、 、 ，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

远年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65.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 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

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中共一大）

66.小小 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

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红船）

67. ，是我们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兴办经济特区）

68.一九七九年，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党中央决定兴办 、 、 、 四个经济特区，实

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挥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深圳、珠海、汕头、厦

门）

69.根据党中央决策，一九八八年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划定海南岛为 。（经济特

区）

70.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开放的 、 、 、

。（重要窗口、试验平台、开拓者、实干家）

71.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 ，是马克

思主义的主要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和国际

共产主义的 ，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 。

（革命导师、创始人、缔造者、开创者、思想家）

72.1845 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 ，第一



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德意志意识

形态》）

73.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 ，

一经问世就震动世界。（《共产党宣言》）

74.一八六七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

富的著作，被誉为“ ”。（工人阶级的圣经）

75.马克思领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共产主义者同盟）

76.马克思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

。（国际工人协会）

77.马克思主义主要由 、 、 三大组成部分

构成。（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78.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分别来源于 、

、 。（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

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79.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 规

律。（人类社会发展）

80.马克思创建了 和 ，揭示了 的一

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

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

解放的道路。（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人类社会发展）

81.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 的思想

体系。（人民实现自身解放）

82.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



；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

为社会发展进步的 。（物质力量、桎梏）

83.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

自然、尊重自然、 、 。（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

84.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

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

紧密。 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

会拒绝他。（一体化的世界）

85.始终同 在一起，为 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人民、人民利益）

86.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

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

终重视 、 ，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

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思想建党、理论

强党）

87.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中指出， 、 、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

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建

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88.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

。（毛泽东思想）



8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

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路线）

90.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

重要思想。（“三个代表”）

91.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

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 。（科

学发展观）

92.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通

过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

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 。（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93.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 为先

锋， 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广大人民群众）

94.五四运动是中国 革命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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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

95.五四运动孕育了以 、 、 、 为主要内



容的伟大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96.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

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

以来第一次 。（全面觉醒）

97.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 、 的力量，国家

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最积极、最有生气）

98.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青年 、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理想

远大、信念坚定）

99.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 ，也是 ，

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本分、职责）

100.河南也是英雄辈出的地方， 、 、 等

都是出自河南的英雄烈士。（杨靖宇、彭雪枫、吉鸿昌）

101. 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

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

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人民政协）

102.1921 年 7 月的一个夜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 一座二层居民小楼中秘密开幕。（上海法租

界）

103. 的矛盾， 的矛盾，成为近代中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

民大众）

104.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



名 ，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新青年》）

105.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

是提倡 和 。（民主、科学）

106. 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

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

107.李大钊发表的 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

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08.中国在 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

线。（巴黎和会）

109.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学生 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

示威。（3000）

110.1920—1921 年，上海、北京等地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

的先进分子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其中， 、

在长沙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何叔衡）

111.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经

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 和 规定为自己的

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112.浙江萧山衙前村农民大会于 1921 年 9 月召开，中国第一

个新型 宣告成立。1922 年 7 月，澎湃在广东海丰县

成立第一个秘密 。（农民组织、农会）

113. 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

领。（中共二大）



114.1923 年 2 月 4 日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目的是争

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7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军阀吴

佩孚调动军警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共产党员 、 被

杀害。（林祥谦、施洋）

115.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举行。大会第一次修订 。（广州、党的章程）

116.党的三大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

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 加入国民党，以实

现 。（个人身份、国共合作）

117.国共实现合作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革命力量，

很快开创了反对 和 的革命新局面。（帝国主

义、封建军阀）

118.为造就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

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即 。（黄埔军校）

119.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

共产党员 。30 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下，上

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英国巡捕在南

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学生、工人等 13 人，伤者不计其数，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顾正红、五卅惨案）

120.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

议（八七会议），确定了 和 的总方针。（土

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121.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异常严重，中共中央报请共产国际同



意后，1928 年 6 月-7 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近郊举行。（莫斯科）

122. ，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

123.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 、

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毛泽东、朱德）

124.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

上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 、 的道路。历

史证明，这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以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125.1927 年 9 月 29 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军在江西

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 ，将 建在连

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

等。（“三湾改编”、党的支部）

126.1927 年 12 月 11 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和 、

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张太雷、叶挺、叶剑英）

127.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是同土地革命分不开的。随着根据

地逐步巩固，1928 年 5 月至 7月，边界各县掀起 ，

年底颁布 。（分田高潮、井冈山《土地法》）

128.1929 年 12 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

县古田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

当选为书记。（毛泽东）

129.针对党内一些人关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

东在 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



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

130.在鄂豫皖，红军游击队发展得很快，他们最初分为鄂豫

边、豫东南、皖西根据地。1930 年初，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

边特委，派 任书记，统一领导三块根据地，并成

立 。这便是以后鄂豫皖的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

身。（郭述申、红一军）

131.1930 年 10 月起，蒋介石调集 10 万多人，发动对中央革

命根据地的 。（第一次“围剿”）

132.西北红军创始人 、 、 等经过艰苦

斗争，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刘志丹、谢子

长、习仲勋）

133.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

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

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3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 制度，选举产生各级

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

家作主的权利。（工农兵代表大会）

135.1931 年 9 月 18 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

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 和 发动进攻，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北大营、沈阳城）

136.1932 年 2 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为日本的占领

地。3月，以溥仪为“执政”的日本傀儡政权 在吉林长

春成立。（伪满洲国）



137.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一再 。蒋介

石在 1931 年 7 月提出 的方针。（退让妥协、“攘外

必先安内”）

138.1930 年 3 月， 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

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

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39.1933 年 下 半 年 ， 蒋 介 石 发 动 对 革 命 根 据 地

的 。由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采取了错误

的战略方针和战术，使红军日益陷入被动。（第五次“围剿”）

140.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

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壮举。（8.6 万）

141.1935 年 1 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增选 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立由 、 、

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142.1935 年 1 月底，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 被俘，

于 8 月英勇就义。他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等

不朽篇章。（方志敏）

143.1935 年 10 月 19 日，已改称陕甘支队的北上红军到达陕

北 ，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 11 个

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吴起镇）

144.1936 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

于 12 月 12 日发动了 ，采取“兵谏”，扣留了蒋介石，



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

变）

145.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 为起

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

146.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

会议，会议通过 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

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47.1937 年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 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

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

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 形成。（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

148.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

日军，首战告捷，歼敌 1000 余人，史称 。（平型关

大捷）

149.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长达

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 中国平民和解除武装

的军人被残忍杀害。（6周、30 万以上）

150.1938 年 1 月 10 日， 成立。这是敌后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

（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151.为初步总结全国抗战经验，批驳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观

点，系统阐明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毛泽东在 1938 年五六月



间作了 的长篇演讲，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

过 、 、 三个阶段。（《论持久战》、

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

152.1942 年 2 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

党八股》的讲演。 在全党普遍展开。（整风运动）

153.1941 年 1 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 。

军长 在同国民党军进行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 突围

过程中遇害。（皖南事变、叶挺、项英）

154.在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抗日根据地的

在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

用。（大生产运动）

155.1939 年 11 月，在晋察冀军民反“扫荡”作战中，

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不幸感染中毒，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诺尔曼·白求恩）

156.1942 年 1 月 1 日，中、美、英、苏等 26 国签署

，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合国家

宣言》）

157.1942 年 春 开 始 的 全 党 普 遍 整 风 的 内 容 是 反

对 、 、 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主观

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

158.1942 年年底，毛泽东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方针作了

系统阐述。他指出：“ ， ，是我们的经济工

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159.1942 年 5 月 25 日，八路军副参谋长 在驻辽县的八路



军总部遭到敌人合围的紧急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指挥部队

突围，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左权）

160.1944 年 9 月 11 日，新四军四师师长 在夏邑县八里

庄反顽战役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不幸牺牲。（彭雪枫）

161.1944 年 9 月 15 日，林伯渠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国民参政

会上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建立

的主张。（各抗日党派民主联合政府）

162.1941 年到 1942 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日

军在华北反复进行 ，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

的毁灭性的“扫荡”和“清乡”。（“治安强化运动”）

163.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提出了对国

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联合 ，争取 ，

孤立 。（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

164.1945 年 4 月至 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中央大礼堂召开。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

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

刘少奇作 ，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发言。（延

安杨家岭、《论联合政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165.党的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

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 ，建

立一个 的中国。（解放全国人民、新民主主义）

166.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

的历史性贡献。（七大）

167.1945 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4



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包括中国解放区代

表 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

创始会员国之一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董必武）

168.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

布 。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 2 日，日本代表在投

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 人向中国投降。（《终战诏书》、

128 万）

169. 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这是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

170.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重兵围攻以鄂豫边宣化店为中

心的中原解放区，挑起 。（全面内战）

171.1946年 6月至1947年 6月，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战争主要在 内进行。（解放区）

172.1946 年 8 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进步女记者安娜·路

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了“ ”的著名论断。（一切

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73.1946 年 7 月中旬到 8月下旬，华中野战军主力在 、

谭震林的指挥下，在苏中解放区取得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

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气焰，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实行内线

作战提供了宝贵经验。（粟裕）

174.美国著名记者 的《红星照耀中国》真实记录

了作者 1936 年 6 月至 10 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

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

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埃德加·斯诺）



175.1945 年，国共双方于 10 月 10 日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

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口头上表示承

认 。（“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176.从 1946 年 7 月起至 1947 年 6 月止，人民军队在一年的

内线作战中歼敌 万人；自己的总兵力发展到 多万

人。人民军队在战略防御阶段结束后，以新的姿态跨入人民

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112、190）

177.1947 年 7月，党中央决定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

立刻转入 ，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

党区域。（全国性反攻）

178.1947 年 6 月 30 日， 、 率晋冀鲁豫野战

军主力突破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

略进攻的序幕。（刘伯承、邓小平）

179. 是第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

基的社会大变革。（《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制度改革）

180.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

是 、 、 。（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

役）

181.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1948年 12月 30日为新华社所写

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 的伟大号召。（“将革命进行到

底”）

182.1949 年 3 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党

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



指出中国由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

会的发展方向。（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183.1949 年 3 月 23 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

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向北平出发。（西柏坡）

184.“两个务必”的思想是毛泽东在 上提出的。（中共

七届二中全会）

185.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 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基

础是工人阶级、 和 的联盟，而主要是工

人和农民的联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

186.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

平隆重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在一个时期内起着新中国

的作用。（临时宪法）

187.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

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

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 和帝国主义的 。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平等条约、一切特权）

188.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

出 ， ， ，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

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

建设）

189.在全党开展 ，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

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党史学习教育）

190.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

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 ，不能忘记 。（走

过的过去、为什么出发）

191.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

受到党的 、 、 的生动教育，必须铭记

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

念）

192.对 的信仰，对 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

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共产

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3.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

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之不移，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历

史定力，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什么能、

为什么行、为什么好）

194.勇于 ，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

大的优势。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

的重要途经，也是一条重要经验。（自我革命、自我革命）

195.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在开启

新征程的关键时刻，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坚持

永远在路上，保持 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



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全面从严治党、“赶考”）

196.党中央印发的《通知》，对这次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提出了

明确要求，总的来说，就是要做 、 、 、

，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197.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 的历史，

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改造的历史。（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

198.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全党要高度重视，提高思想站位， 、 ，高

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立足实际、守正创新）

199. 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如果

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

走入误区。（唯物史观）

200.学党史讲党史不能停留在讲故事、听故事层面，而要通

过讲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加深对 理解和把握，加深对

理解和认识。（党的历史、党的理论）

二、简答

1.“一带一路”指的是什么？

答：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

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

带一路”，即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简称。

2.“四个全面”的内容是什么？

答：“四个全面”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3.在庆祝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要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答：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第一，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

第二，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第三，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

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

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

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

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那么，长征胜利带给我

们哪些启示？

答：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没有牢

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

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确前进

方向；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

向胜利。

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

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

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一个党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立于时代

潮头，紧扣新的历史特点，科学谋划全局，牢牢把握战略主

动，坚定不移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人民军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