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代史：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巩固

1. （ 年 月 ）

（1）内容：①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具有 作用的《 》。②

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③改 为 ，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以《 》

为 ；以 为国旗；采用 。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建立 。

（2）意义：标志 正式确立。

2.

（1） 年 月 日， 宣告新中国成立。

（2）意义： ；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

3. （ 年） 意义： ，各族人民实现了大团结。

4. （1950—1953）

（1）目的： 总司令： 重要战役：

（2） 发扬高度的 、 和 ，被誉为

“ ”。 战斗英雄： （用身体堵住枪口）、 （为保护队伍纹

丝不动被凝固汽油弹活活烧死）

（3）意义： ； ； 。

5. （1950 年-1952 年底）

（1）1950 年颁布《 》内容：规定废除 ，实

行 （ ）。

（2）意义：彻底 ，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

人， ； ， 。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1. (1953-1957)

（1）基本任务：集中力量发展 。

（2）主要成就： （一桥飞架南北）、长春一汽（ ）等

（3）意义：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向 迈进。

2. 年 北京

制定了《 》，这是我国第一部 （性质）的宪法。我国的根

本政治制度： 。

2. （1953— 年底）

（1）含义：指对 的 。

（2）方式：（2）方式：农业—— ；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

业—— （社会主义改造的创举）

（3）意义： 年， ，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 的

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在我国建立起来，我国进入 。

4. （1956 年 北京）

（1）大会分析了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指出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

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

（2） 以后，中国开始 。

5.“ ”（浮夸风、高指标）和 （一大二公）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

建设中的严重失误。

6.调整国民经济（正确）



（1）为克服困难，中共中央调整国民经济，提出“ ” 。

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2）启示： 。

7.“ ”（ - ）： 、 两个反革命集团。

文革结束标志：1976 年， 。

8.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建设成就

（1）初步建立 ，为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主要成就：工业：1965 年实现原油、石油产品全部自给；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1967

年成功爆炸 ；1970 年成功发射 ；1973 年首次培育成

功 。

（3）模范人物：大庆石油工人 、党的好干部 、解放军好战士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 （ 年 月 ）

（1） 内容：①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②作出了 ， 。

（1） 意义：① ；②

。③ 。

2.1981 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中

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 完成。

3.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首先从 开始。

（1） 经济体制改革：安徽 分田包干到户，自负盈亏，逐步形成

，带来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

（2） 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 。

4.1992 年， 明确提出要建立 。

5.对外开放

（1） ： 个，即“ ”。（地图）1980 年设立广东的深圳（对外

开放的“窗口”）、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1988 年增设海南岛（最大特区）。

（2）格局：形成了“ — — — ”的

的对外开放格局。（1990 年，设立 ）

（3）启示： 。

5.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 （ ）、 ”（ ）

、 （ ）。

6. 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

7. ：2012 年， 提出：“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就是要实现 。

8.“ ”战略布局： 。

9. 新发展理论： 。

10.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深入实施“ ”建设，筹建和成立亚投行，加快自贸

区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11.开启新征程：向着 的目标迈进。



四、民族团结

1. 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2.共同繁荣发展：20 世纪末，中央决定进行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

五、祖国统一

1.香港和澳门回归

（1）“ ”的构想 在改革开放后提出。

（2）含义：

。

（3）实践：

①香港回归： 年 月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 。区旗：

②澳门回归： 年 月 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设立 。区旗：

（4）意义： ，标志我国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

（5）启示： 。

2.海峡两岸的交往

（1） 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2）致力于沟通海峡两岸的团体：台湾的 ；大陆的 。

（3）1992 年，两会达成“ ”，内容：

（4）2008 年海峡两岸达成海运、空运直航，邮政合作等协议，两岸关系取得重大进展。

（5）启示： 。

六、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1.新中国建立以后，奉行 。

2. ：

（1）提出：1953 年， 在接见 代表团时，首次提出。

（2）内容： 。

（3）影响：

3.1955 年， （ ） ，周恩来提出“ ”的方针。

3. 外交事业的发展（外交“梅开三度”）：

（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 年， ；1979 年， 。

4. ：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 ： ( )；提出 理

念；提出建设 合作倡议

6.科学技术成就：

（1）两弹一星：核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 ） 两弹元勋： 、

（2）宇宙飞船：2003 年发射 ；2008 年发射 实

现太空行走。

（3） 在世界上首次育成杂交水稻；被誉为 。 发现抗疟疾

的 ，获得 2015 年 。2012 年，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世界历史（上）

一、古代亚非文明

1. 流域的古代 ：

四大文明古国： —— 流域； —— ； —

— ； —— 。（地图）

2.古代埃及 古埃及的国王称“ ”， 是法老的陵墓，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

3.古巴比伦 是 。制定目的：维护 的利

益。

4.古代印度 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 。第一等级是 ，第二等级是 ，

第三等级是 ，第四等级是 。各等级世代沿袭，贵贱分明，不得通婚等。

二、古代欧洲文明

1. 被称为西方文明之源。 特点“小国寡民”。著名城邦是 和 。

2. 主政时期， 达到全盛， 发展到高峰。 是

最高权力机构，但仅适用于 ， 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3. ，建立起地跨 三洲的“ ”。影响：积极：促进了东西

方文化的大交汇；消极：具有侵略性质。

4 颁布《 》，是罗马法制建设第一步，是后世罗马法典乃至欧洲

法学的渊源。

5.公元 ， 首创 ，建立 。2 世纪， 地跨

三洲。4世纪罗马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6.希腊、罗马古典文化：

（1）文学：希腊： （2）雕塑： 、

（3）建筑：希腊：雅典 ；罗马：罗马 、 、 等。

（4）哲学： “原子论”； “人应该认识你自己”； 是“百

科全书式的学者”，创立逻辑学等新学科。

（5）法学： 是后世罗马法典乃至欧洲法学的渊源； 时期颁

布 。

（6）历法：凯撒命人编制“ ”，是今天公历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