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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供全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使用的中国现代史教材。
本教材叙述的是从1919年到1949年间30年的历史，是一部与现实最为切近的国情教育的教材，也是一
部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走向现代化支路的重要教材。
本书还可作为中国革命史及教中学历史的教师们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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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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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
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三、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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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汉政府的继续北伐和武汉地区工农运动的
继续高涨
二、武汉政府的内部危机和走向反动
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四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的失败
第三编 国民党统治的建立与加强
工农武装革命和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
（1927年8月―1937年7月）
第一章 国民党全国政权的建立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
割据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全国形式上的统一
一、宁汉合流和国民党各派系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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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五 土地革命的蓬勃开展
六、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第三节 中间政治派别的活动
一、第三党的平民革命
二、国民党改组派的主张与活动
三、人权派的人权法治运动
四、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运动
第四节 国统区文化思想和教育科技
一、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
二、文化“围剿”与反“围剿”
三、“三民主义的教育”与民间进步教育思想
四、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五、中央研究院的建立
第二章 日本武装侵略东北和全国抗日反蒋的斗争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
一、九一八事变
二、抗日民主浪潮的掀起
三、一二八事变和淞沪抗战
四、伪满州国的成立和东北抗日武装斗争
第二节 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加强和国家垄断资本的
形成
一、国民党法西斯政权的强化
二、国家垄断资本的形成
三、国民经济的艰难发展
四、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起伏
第三节 苏区革命的深入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一、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
二、王明“左”倾错误对革命的危害
三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第三章 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
第一节 华北事变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华北事变
二、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三、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
四、日本与英美矛盾的扩大和国民党政策的若干
变化
第二节 西安事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一、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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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第三节 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维护国家
统一的斗争
一、内蒙古人民反对封建王公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二、藏族人民的反分裂斗争
三、新疆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
四、湘西苗族人民的革屯运动
五 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
第四编 抗日战争 国民党政权走向腐朽和人民力量的壮大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一章 日本大举侵略中国 中华民族奋起抗战
第一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一、卢沟桥事变
八一三上海抗战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四、中间集团的抗日主张和爱国华侨对抗战的支援
五、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对中国抗战的不同态度
第二节 正面战场的抗战
一、国民政府抗战的军事部署
二、平津失陷后的华北战场
三、国民政府迁都和南京沦陷
四、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抗战建国纲领》
五、徐州会战
六、武汉保卫战
第三节 敌后战场的开辟
一、洛川会议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三、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四、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五、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
第二章 武汉失陷后的中国抗战
第一节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 投降分裂危险
的增长
一、日本侵华新方针
二、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三、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四、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的斗争
五、日本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和沦陷区人民的反抗
斗争
第二节 日军的局部进攻 正面战场的继续抗战
一、南岳军事会议
二、日军的局部进攻和国民党军的抵抗
第三节 敌后战场成为抗战的主战场《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一、日军重点进攻敌后根据地
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三、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和华南抗日根据地的
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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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斗争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形成
第四节 国民党统治的加强 顽固派反共活动的升级
一、国民党对人民统治的加强
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
三、中间集团的动向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国民党统治日益腐朽
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正面战场
三、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四、国民党统治日益腐朽
第二节 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
一、抗日根据地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
二、中国共产党巩固根据地的各项措施
三、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斗争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经济
一、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和国统区的经济
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三、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的掠夺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
一、抗战初期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
二、文化思想战线的斗争
三、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
四、革命文艺运动的新发展
第五节 抗战时期少数民族的爱国斗争
一、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
二、西藏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三、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及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四、蒙古、回、黎、苗等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第四章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一节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和正面战场的溃退
一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二、正面战场的抗战和豫湘桂战役
三、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高涨
第二节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
一、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二、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三节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雅尔塔会议和美苏对日本沉重的军事打击
二、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反攻
三、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五编 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945年9月―1949年10月）
第一章 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 中国人民力争和平民主
第一节 抗日战争后的时局和各党派的建国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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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的形势和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
二、共产党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三、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
第二节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一、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
二、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与国统区人民反内战
运动
三、停战协定与政治协商会议
第三节 蒋介石部署全面内战 解放区军民准备自卫
战争
一、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和美国的“调处”
二、解放区军民加紧准备自卫战争
第二章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第一节 全面内战的爆发 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
的进攻
一、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
二、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
三、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第二节 国统区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
一、国统区殖民地化的加深
二、国统区经济危机的加深
三、国民党“制宪国大”和改组政府骗局的破产
第三节 国统区人民反美反蒋斗争的高涨
一、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二、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
第三章 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
第一节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一、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南下作战
二、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深入和整党整军运动
三、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和政策
第二节 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国统区民主运动的
深入发展
一、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
二、美国力图控制中国的新策略
三、国民党的“行宪国大”和总统选举
四、中间路线的破产和民主党派的重新组合
五、国统区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
第三节 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
一、中共中央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三、国统区经济的总崩溃和国民党和平阴谋的破产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二、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全国大陆的基本解放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
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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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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