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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运动
1、爆发的原因
2、五四运动的过程
3、结果
4、五四运动的影响



“二十一条”
1915年5月7日，日本以武力威胁而提出，要求48小时内中国政府签约。5月9日，袁世凯政

府屈服。

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②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拥有特权。

③(中国最大钢铁企业)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

④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⑤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

“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1919年五四运
动爆发的原因
①政治:辛亥革命成果落入北洋军阀手
中，而北洋军阀对内独裁统治，对外出
卖主权。

②经济:列强忙于一战，无暇东顾。民
族工业进一步发展（短暂春天）

③外交: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导
火线）

④思想:新旧思想的冲击，新文化运动
解放思想，十月革命的胜利，传播了马
克思主义

⑤阶级: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



2、过程
时间 地点 主力 方式 口号

第一阶段 1919年5月4
日

北京 学生 罢课 外争主权、
内除国贼等

第二阶段 1919年6月5
日

上海 工人 罢工、罢课、
罢市

标志:中国工人阶级登上
         历史舞台



3、结果

结果: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
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4、影响

影响:①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

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

端。（性质）

②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

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

合。

③是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折点。

④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为中国共产

党的的成立做了思想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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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五四运动激励着中华

民族自尊自信、昂扬向上、不懈奋斗，激励

着一代代中国人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的五四精神铭刻于心并外化于行。

                 ——习近平“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北京、上海

                                            

                                           

李大钊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

 陈独秀 上海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十月革
命后
（1917
年11月）

《新青年》、
李大钊《我
的马克思主
义观》
                           

李达 

李汉俊 

陈望道



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诞生条件
2、中共一大的召开
3、意义



1、诞生条件
材料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

政治发展和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的

成长，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阶级基础。马克思列宁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投身到工

人群众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以他们为桥梁，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从而

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而共产国际的帮助，促进加快

了这一进程。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1919-1949)》

阅读上述材料并结合教材，总结概括中国

共产党诞生的条件有哪些？

(1)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2)政治基础：中国工人运动的持续发展。

(3)外部因素：共产国际的帮助。

(4)组织基础：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2、中共一大的召开

时间：1921年7月23日。

地点：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

兴南湖一艘游船上。

内容：

①确定了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②明

确了党的奋斗目标：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

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③

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任书记。

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3、意义

（1)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2)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使中国革命有了

坚强的领导力量和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

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

的发展前景。

  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

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

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

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习近平在中共成立95周年大

会的发言



四、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1、国共合作
2、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军北伐路线示意图



1、国共合作

 为了统一全党对国共合作的认识，正式确定

国共合作的方针，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

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

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30余人，代

表党员420人。...中共三大制定了建立革命统

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对于第一

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1919-1949)》

（1）背景：

①中国共产党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

认识到必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②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共

合作问题的决议。

③国民党长期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唯一对我们南方政府表示援助的，是俄国的苏维埃政府
                                   ——孙中山

（2）标志：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提出了新三民主

义的主张。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

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3）合作方式：党内合作

新三民主义：①民族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

义，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

②民权主义：民主权利为 一般平民所共有，

不是为少数人所专有

③民生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 “平均地权”

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 “节制资本”

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4）意义

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加速了中国

革命的进程，推动了以“打倒列强，除

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席卷全国。



2、国民革命

(1)准备：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两次东征消灭陈炯明势力。

(2)高潮：1926年，国共合作开始北伐，革

命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基本推翻北洋军阀

的反动统治。

材料  中国大地从南到北，从珠江三角洲到

长江三角洲，处处燃烧着革命的火焰，使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

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

了巨大的成就”



(3)结果：失败

原因：①主观(根本)：中共缺乏经验；陈独

秀的右倾错误

②客观：中外联合，敌人力量强大；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③统一战线内部争夺

领导权的斗争加剧。

标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

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

共”。

教训：

①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权；

②必须掌握革命的武装，坚持武装斗争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