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单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 

第 21 课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导学案 

【课程目标】 

课程 

标准 

认识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意义，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革

命的深远影响。认识国共合作领导国民革命的历史作用。 

重点 

难点 

重点 五四运动的意义；中共成立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国共合作。 

难点 五四运动的意义；中共成立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国民革命的影响。 

【考点汇总】 

【时空坐标】 

 

 

 

 

 

  

 

 

【阶段特征】 

 

 

政治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

点;中国共产党成立使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国共合作国民大革命开始,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

阀统治;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建立,确立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全国;

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

道路,取得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 

经济 民族工业在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得到发展,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民族资本遭到摧残;近代城市化进程发展,城市基础设施改善,但水平依然有限,且不平衡。 

思想 孙中山将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毛泽

东思想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发展。 

【问题探究】 

任务一：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五四运动的背景。 

材料 1：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在华的企业增加，中国工人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100 万，

增至战后的 200 万……文化斗争是中国现代社会政治变革的先导。1915 年 9 月，《新青年》杂志的出版，

标志着彻底反封建文化运动的开始……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涌现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



识分子，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1918 年 11 月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

的新的爱国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现代卷》 

国内：（1）经济+阶级：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力量壮大； 

      （2）思想：新文化运动解放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3）政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激化阶级矛盾； 

国际：（1）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侵华，民族危机严重； 

      （2）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导火索：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 

任务二：通过梳理表格，归纳五四运动的新的特点、性质和意义。 

 

 

 

 

 

 

 

 

 

 

①新的斗争面貌：彻底反帝反封建                    爱国性：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②新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 

③新的群众基础：群众基础广泛，民族意识觉醒        社会性：伟大社会革命运动 

④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                启蒙性：伟大思想启蒙运动 

⑤新的时代特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范畴              

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为中共成立做思想干部的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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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三：阅读书本并结合所学，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经过。 

任务四：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条件。 

材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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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注意在中国的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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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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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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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五：根据材料，概括一大和二大革命目标的异同。 

一大革命目标：                           二大革命目标： 

推翻资产阶级专政                         最高纲领：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最低纲领：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  

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相同点：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不同点：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 

任务六：小组讨论：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国民革命的作用（政、经、思、共）。 

材料 3：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北伐战争进展顺利,到 1927 年 4 月,北伐军在 10个月内攻占了近半个中

国，取得了巨大胜利。北伐战争基本上实现了国民革命运动所要完成的直接目标,由此国家统一进程的步

伐大大加快，初步地重新奠定了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基础,也为南京政府裁撤遍布各地的厘捐,统一币制和度

量衡提供了前提。革命的指导思想在革命的过程中得到了实践和传播，对民众进行了政治启蒙,扩大了民

众参政的广泛性……思想文化进步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指导中国现代化的正确理论——马克思主义进

一步广泛传播。 

材料 4：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

期。在国民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建以及参加东征、北伐的革命斗争，从而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为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做了干部上的准备。 

                                                      ——曲延春《国民革命的现代化价值分析》 

政治：（1）基本推翻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动摇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根基； 

     （2）加快了国家统一的步伐；扩大了民主范围； 

经济：（1）加快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2）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思想：传播了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解放人们的思想。 

共产党：（1）壮大了共产党的力量，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 

       （2）使中共吸取了经验教训（经验：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教训：必须掌握对革命的领导权、必

须坚持武装斗争） 

【课堂巩固】 

1．（2023·全国·乙卷）1920 年 5 月，陈独秀发表演说：“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9 月，他发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

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这反映出 

A．工人待遇得到极大改善 B．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 

C．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D．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2．（2023·全国·甲卷）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注重增强阶级基础。中共一大在讨论今后的工作时，“决

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

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这反映出当时（      ） 

A．革命统一战线建立 B．民主革命纲领开始制定 

C．党的中心任务确立 D．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 

3．（2022·天津高考·7）下表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部分活动。这说明该时期中国共产党（  ） 

 

 

 

 

 

 

 

 

A．坚持贯彻扶助农工政策             B．积极参与国民革命运动 

C．广泛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D．教育发动群众进行革命 



4. （2023·山东·6）下面为 1919 年 12 月《少年社会》的创刊宣言。这表明该刊编者认识到（      ） 

少年社会有两个意思：(一)少年的社会。(二)社会的少年。 

少年的社会，是有少年精神气象的社会——进步的社会。 

社会的少年，是有社会生活情感的少年——协助的少年。…… 

怎样使现在少年变成社会的少年，现在社会变成少年的社会，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A．互助协作是挽救危亡的主要手段     B．人的解放和社会改造是时代使命 

C．青年学生是宣传社会主义的主力军 D．理性觉醒和教育革新是革命的前提 

5．（2022·辽宁高考·8）图 1是存于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中的一份传单。当时发放该传单的目的是 

 

 

 

 

 

 

 

 

 

A.抗议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           B.声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 

C.谴责日本制造“济南惨案”         D.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 

6．（2022·海南高考·7）1924 年，共产党员罗汉、王文明、王大鹏等在海南创办农工职业学校。学校开

设栽培、染织、雕刻等课程，同时讲授社会发展史和政治常识，并介绍共产主义和新三民主义。1926 年春，

增设政治课，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可知，该学校的创办主要是为了（  ） 

A．立农务本，学以致用               B．实业救国，富裕海岛 

C．普及教育，发达文化               D．扶助农工，唤醒民众 

7．（2022·全国乙卷·29）据某位学者回忆，“‘五四’初期，一般人多以新旧分别事物”，中国古来已

有的一概称为旧，古来未有或来自外国的一概称为新；不久，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对于古今、中

外能够排好恰当的关系”，并不一概否定或肯定。这一转变反映出（  ） 

A．东西方文化论争由此引发           B．传统儒学思想开始受到批判 

C．全盘西化的思想得以消除           D．思想解放运动方向发生变化 

8．（2022.6·浙江高考·12）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总商会于 6月 9日发出布告称：“对于外交

失败，惩办国贼，惟有以罢市为最后要求。本会鉴于人心趋向，局势危迫；无可挽回，当即决定自明日起

罢市。”对上述材料解读正确的是（  ） 

A．商人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B．五四运动的中心已从北京转移到天津 

C．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           D．“罢市”是商人爱国行动的一种方式 

9．（2021·江苏高考·9） 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曾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院演讲。据亲历者回忆：“一

位穿着竹布长衫的青年登上讲台，一下子就吸引了全场。他从孙中山逝世谈起，讲到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

军阀，反对当时反动、卖国的北洋政府，号召青年奋起救国。”此类演讲有利于（  ） 

A．国民革命的发展                   B．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C．土地革命的开展                   D．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10．（2021·北京高考·8）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领导工人运动 

②1923 年国共两党在广州发动北伐战争 

③毛泽东在中共五大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④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