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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历史教科书中的党史内容



百年党史的四个历史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1949年）

• 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1978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2012年）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十八大召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2年以来）

•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八年级 上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1949年）

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第四单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 第12课 新文化运动

•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意义

• 第13课 五四运动

• 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的扩大；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 第14课 中国共产党诞生

•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



第五单元 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对立

• 第15课 北伐战争

• 国共合作的实现；北伐胜利进军；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与南京国民政府的
建立

• 第16课 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道路

•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与井冈山会师；工农武装割据

• 第17课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 战略转移与遵义会议；过雪山草地；红军胜利会师陕甘



第六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 第18课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 九一八事变；华北危机与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

• 第19课 七七事变与全民族抗战

• 七七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

• 第20课 正面战场的抗战

• 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

• 第21课 敌后战场的抗战

• 平型关大捷；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百团大战

• 第22课 抗日战争的胜利

• 全民族坚持抗战；中共七大；战略反攻和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与伟大意义



第七单元 人民解放战争

• 第23课 内战爆发

• 重庆谈判；国民党发动内战；解放区军民的自卫反击

• 第24课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三大战役和南京解放



八年级 下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1978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第一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

• 第1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国大典；西藏和平解放

• 第2课 抗美援朝

•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斗英雄黄继光和邱少云

• 第3课 土地改革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实施；土地改革的意义



第二单元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主
义建设的探索

• 第4课 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 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 第5课 三大改造

• 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公私合营

• 第6课 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

• 在探索中曲折前进；“文化大革命”；建设成就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2012年）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十八大召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2年以来）

• 党的十八大以来



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第7课 伟大的历史转折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

• 第8课 经济制度改革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第9课 对外开放

• 经济特区的建立；对外开放领域的扩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第10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
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

• 第11课 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 中国梦宏伟蓝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第四单元 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

• 第12课 民族大团结

•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同繁荣发展

• 第13课 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

• “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

• 第14课 海峡两岸的交往

•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日益密切的交往



第五单元 国防建设与外交成就

• 第15课 钢铁长城

• 陆、海、空军的建设；导弹部队的发展；新时代强军之路

• 第16课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加强与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

• 第17课 外交事业的发展

• 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中日建交；全方位外交



第六单元 科技文化与社会生活

• 第18课 科技文化成就

• 从“两弹一星”到漫步太空；杂交水稻与青蒿素；文化事业的发展

• 第19课 社会生活的变迁

• 日常生活的变化；交通、通信的不断发展

• 第20课 活动课：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



充分发挥党史教育价值
落实历史课程教育功能



初中教科书中党史教育的教学建议

•遵循教育科学，尊重学生主体，体现学科特色

• 初中学生认知特点：知识基础，认知能力

• 贴近学生实际生活：学生生活经验，社会现实

• 课堂教学重要途径：营造教学环境，创设教学情境

• 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公私合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初中教科书中党史教育的教学建议

•遵循教育科学，尊重学生主体，体现学科特色

•充分注重加强初中历史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的提升

•教研队伍应加强初中历史教研活动的系统化设计

• 研究教师专业化成长的规律；

• 加强团队建设，注重示范效应；

• 努力促进历史教师均衡发展；

• 认真研究考试评价的全新转型。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

• 一、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意义重大

• 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重点

• 三、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务求实效
• 二是要树立正确党史观。唯物史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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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
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有的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恶意炒作；有的不信正史信野
史，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热衷传播八卦轶闻，对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乐道，等等。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
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
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
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
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 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都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完成的，都对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



课例：八年级上册 《第21课 敌后战场的抗战》

上海市博文学校 刘艳老师

• 课程标准：

• 列举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抗日史实，体会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
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

• 教材内容：

• 平型关大捷；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百团大战

• 教学活动建议：

• 举办故事会，讲述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故事，理解中国共
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课例：八年级上册 《第21课 敌后战场的抗战》

• 一、从学生主体出发，了解学生已有认知

• 个别影视作品的负面影响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课例：八年级上册 《第21课 敌后战场的抗战》

• 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 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

切忌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



课例：八年级上册 《第21课 敌后战场的抗战》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1.率先举起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第一面旗帜（民族先锋）；

2.倡导建立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政治

领导核心）；

3.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逐步成为
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主要力量（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 关键认识：破除唯军事论。



课例：八年级上册 《第21课 敌后战场的抗战》

• 直觉思维——理性思维

• 历史现象——历史认识

• 列举史实，引导学生体会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英
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

• 分析对比，了解抗日根据地在抗战过程中逐步发展
壮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历史作用。

• 思想认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政治、战略、战术、作用 ）

价值性认识

抽象性认识

考实性认识



北京市第一五六中学 詹凯西

授课指导：北京市西城区研修学院 梁美秀

统编版八年级上册《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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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构思

设计

学情

教学内容

思路

目标

活动

策略

突出主线

整合内容

反思

设置问题链

以“道路”为核心

以“共情”为工具



教学反思

调动学生主动性材料吸引

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梯度性问题

问题引领

丰富、生动、有必要的历史细节

教学目标的达成

“竹子”的意象与功能 秋收起义过程的复杂性



检验教学设计的是课堂教学的真实效果

统编版八年级上册《中国历史》



初中教科书中党史教育的教学建议



初中教科书中党史教育的教学建议

•深度研读课程标准，彰显党史教育价值

• 课程标准：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义务教育阶段的
历史课程，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
社会的发展历程，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
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社会与人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逐步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综合素养，得到全面发展。

• 运用唯物史观，树立正确意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1949年）

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知道五四爱国运动的基本史实，认识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开端。

•●了解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史实；了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史实，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1949年）

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简述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主要史实；了解南京国民

政府成立的主要史实。

• ●知道南昌起义，讲述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故事，认识中国共

产党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

• ●讲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体会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知道

遵义会议，认识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1949年）

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知道九一八事变，了解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知道西安事变，理解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的意义。

• ●简述七七事变的史实，认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和全民族抗战的意义。

• ●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罪行为例，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凶恶残暴的侵略本质。

• ●列举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抗日史实，体会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顽强、不怕牺

牲的精神。

• ●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内容；了解日本投降的史实；探讨抗日战

争胜利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1949年）

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知道重庆谈判，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的努力，认识

国民党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本质。

• ●了解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史实，知道辽沈、

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南京解放。

• ●知道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简析国民党南京政权覆亡和人民解放战争

迅速胜利的主要原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1949年）
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教学活动建议

• ●观看《开天辟地》《建党伟业》等影片，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

• ●利用有关资料，在地图上标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路线。

•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考察抗日战争的历史遗址、遗迹，或访问亲历抗战的老人，采访日军侵华罪行的受害

者或见证人。

• ●举办故事会，讲述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故事，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 ●举办抗战歌曲演唱会。

• ●观看《大决战》等影片，感受人民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参观著名文化代表人物的纪念馆或故居。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 ●讲述开国大典，认识新中国成立的意义。

• ●认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了解土地改革运动。

• ●了解“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知道中国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 ●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知道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 ●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的重要意义。

• ●知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了解这一时期以王进
喜、雷锋、邓稼先、焦裕禄等为代表的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的
精神。

• ●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及主要教训。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教学活动建议
• ●组织观看《开国大典》《建国大业》等影片，体会“中国人从
此站立起来了”的深刻内涵。

• ●学唱《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歌曲，学习志愿军将士的爱
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 ●结合最近召开的一次“两会”，谈谈“两会”的作用。

• ●谈谈自己所了解的国内其他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201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十八大召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2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了解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和深圳特区的发展，
认识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所起的重要作用。

• ●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认识改革对于中国发
展的重大意义。

• ●了解“两弹一星”和杂交水稻等，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

• ●了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等史实，知道中国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201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十八大召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2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了解香港、澳门回归和海峡两岸关系改善的史实，认识祖国统一是历史
的必然趋势。

• ●通过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仪式上展出的武器装备，了解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成就。

• ●从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变化，了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

• ●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以来我国取得的新成就，以2008年北
京奥运会为例加以说明。

• ●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中国坚持科学发展、实
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201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十八大召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2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

•教学活动建议
• ●开展社会调查，了解改革开放前后家乡的变化。

• ●通过近期中国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 ●举办有关台湾问题的专题讲座。

• ●查找国庆阅兵的资料，看中国军事装备的进步。

• ●谈谈自己家庭生活的变化。

• ●结合身边的事例，讨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初中教科书中党史教育的教学建议

•全面掌握教材内容，梳理党史知识结构



初中教科书中党史教育的教学建议

教学设计，突出党史教育立意

八年级下册《第18课 科技文化成就》
• 课程内容：了解“两弹一星”和杂交水稻等，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

• 一、发展科技的重要性：
• 1.国家安全的需要：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新时期中国对原子弹的态度；

• 2.人民生产生活需要：原子能，人造卫星、航天技术、杂交水稻、生物技术等。

• 二、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
• 1.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863计划”“97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等；

• 2.科学家的爱国奉献精神：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李四光、华罗庚、钱三强、
陈景润等；

• 三、认识科技改变生活的价值意义：
• 1.认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提高了国家综合实力；

• 2.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幸福生活。



初中教科书中党史教育的教学建议

教学内容，以历史眼光把握历史深度

八年级下册《第3课 土地改革》
• 井冈山的“打土豪，分田地”；

• 抗日根据地的“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

•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全国性的，包括少数民族地区）

• 摧毁了我国存在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 再如：抗日战争胜利，联系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

• 新中国成立，将中国历史进行前后对比，彰显“新中国”的“新”。



初中教科书中党史教育的教学建议

教学内容，以历史眼光把握历史深度

八年级下册《第10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教科书中的导语：

“它们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它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作
用又是如何体现的？”



初中教科书中党史教育的教学建议

课堂教学，创设感人历史情境

《外交事业的发展》
• 1.基于学生认识现实问题的立场，设计现实的社会问题（不是单纯的知识性问
题）；

• 知道：什么是外交？为什么要搞外交？（外交的实质是什么？外交需要怎样的内外环境条件？）

• 了解：过去有着怎样的外交？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有哪些？

• 感悟：如何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今天的外交？今天需要怎样的外交？

• 2.要生动叙述历史人物的故事，而不是抽象历史名词概念。

• 认识：政治领袖的政治智慧与人格魅力在外交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初中教科书中党史教育的教学建议

贴近实际生活，提升学生感悟

•科学把握教育教学、学生成长和人才选拔的规律。

•教学课例：《第9课 对外开放》



1983年，深圳工业产值达到7.2亿，比1982年翻
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

——武国友《邓小平的改革岁月》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blogid=443d60340100aw84&url=http://s8.sinaimg.cn/orignal/443d6034g5789a91184e7


随着经济特区的发展壮大，到了1983年，深圳人口从

2万多人增长到30多万人，市场上的蔬菜供应空前紧张。

——王穗明主编《深圳口述史》

李定

时任深圳财贸办主任



汕头市委派了5000名菜农去深圳
5000人跑了，怎么办？

“汕头的人不行就去广州找”

广州的5000菜农又跑了



为什么菜农总跑？



国家规定青菜菜价——每斤0.05元

深圳种青菜成本——每斤0.3元

——王穗明主编《深圳口述史》



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盒

火柴提价两分钱，都要到省委常委
会讨论决定。

——新华网《改革的开路先锋任仲夷》



突破旧体制，放开价格

青菜很快涨到1.2元



“人们开始怨声载道，我开始头皮发麻。”

“市委准备再过两周开会，取消我放开菜价的办法，
还要当场宣布如果再解决不了吃菜难题，就要撤掉我所
担任的财贸办主任的职务。”

——王穗明主编《深圳口述史》

“我心想，撤就撤吧，我也没有办法，但我还是要
这样执行。”



“由于深圳的菜价高，不仅本地种菜的人开始增
多，而且东莞等周边菜农也开始运菜来深圳卖。卖
菜的人多了，菜价自然就下来了。最终菜价降到4
毛钱左右就稳住了。”

——王穗明主编《深圳口述史》



讨论的视角——发现问题

1.生活维度：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追求；家庭生活与国家政策的紧密关系。

2.经济维度：

市场规律；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历史维度：

为什么进行开放；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

4.哲学维度：

历史的进步发展趋势；建设者的辛勤奉献，领导者的智慧与坚韧；生产力的

解放是强劲迸发创造力的根本原因。



初中教科书中党史教育的教学建议

启发深度思考，提升历史思维能力

• 铸就学生价值观的层次水平，取决于学生对历史问题进行思想认
识的高度。在教学中，应注重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历史思考，在理
性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国家认知和政治认同。

•教学课例：《第2课 抗美援朝》



“三八线”

一条军事分界线

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
共和国

（苏）

大韩民国

（美）



出兵？不出兵？



中国出兵入朝参战的原因？

• 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一直打到鸭绿江边。

• 美国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

• 美国第七舰队入侵中国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
放台湾。

中国与朝鲜关系的历史渊源：唇亡齿寒







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用飞机散发的传单



中国 美国
钢产量 60万吨 8785万吨
原油产量 20万吨 2.6亿吨
发电量 45亿度 3880亿度
军舰吨位 4万 300万
军用飞机 60架 3.1万架
国民收入 150亿美元 2400亿美元
人均收入 24美元 1600美元
国防开支 10亿美元 150亿美元

1950年中美两国实力对照









美国红十字会的护士在釜山港为法军士兵供应咖啡



1951年2月，法军正在和面，准备烤制法式面包



感恩节美国大兵在享受火鸡腿



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

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

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

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

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
打败美国野心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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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上甘岭 6万

1万

3.8平方公里

43天

900次

200万颗

2米

32颗

38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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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长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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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
在朝鲜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
荣誉，那就是成为了美国历史
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
战条约上签下名字的指挥官。



初中教科书中党史教育的教学建议

拓展实践活动，充分挖掘社区教育资源

• 教育资源：专题史书、名人传记、回忆录、影像资料、电影电视剧。

• 基本途径：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

• 红色资源：纪念馆、革命遗址、烈士陵园、名人故居等红色教育基地。

• 学习方式：组织课外实践活动，开展红色体验教育。



初中党史教育需要注意的问题

• 切忌贴标签、喊口号等形式主义

• 以历史理性提升价值观念，切忌以论代史

• 注意情境体验与课本剧的区别。

• 注重跨学科知识联系，丰富历史认知

• 注重与地理、政治等学科进行跨学科知识联系

• 例如：“红军长征”与地理学知识；

• 《第10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慎用网络热点信息

• 严格执行国家对课程内容的规定要求



谢谢大家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