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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 

马原 

近代史 

总论 

哲学 

政治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 

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 

马克思主义产生背景 
马克思主义内涵与理论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唯物论 

辩证法 

认识论 

历史唯物主义 

四大经济理论 
政治理论 
文化理论 
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新变化 

商品经济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理论 
垄断理论 

物质观 
运动观 
时空观 
意识观 

实践观 
两大总特征 

三大规律 

五对范畴 
认识与实践的关系 
认识的运动发展 
真理与价值的辩证关系 

社会理论 
人的理论 

普遍联系 
永恒发展 

对立统一规律 
质量互变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 
原因与结果 
必然性与偶然性 
可能性与现实性 
现象与本质 
内容与形式 

人类社会的组成 
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民群众的观点与路线 
历史人物与普通个人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为新中国而奋斗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
立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
展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时政与当代 

思修与法基 

思想道德修养 

法律基础 

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 

弘扬中国精神，共筑精神家园 

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 

注重到的传承，加强道德实践 

遵守道德规范，锤炼高尚品格 

学习宪法法律，建设法治体系 

树立法治观念，尊重法律权威 

行使法律权利，履行法律义务 

世界局势热点问题 

国际关系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 

中国的战略与政策 

社会主义理论 
共产主义理论 

毛中特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全面从严治党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

魂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
据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
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
验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
变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
验 

社会主义制度再中国的确
立 

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初步探索的意义和历史经

验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

位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

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

位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
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
位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 
坚持新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

路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
盛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 
建设美丽中国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推进祖国统一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

党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 

在实践中化理想为现实 
中国精神的传承与价值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科学对待人生环境 
道德及其历史发展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继承和发展中国革命道德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社会公德 

个人品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 

法律的概念及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 

我国的宪法与法律部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 

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 
尊重社会主义法律权威 
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 

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 

依法履行权利与履行义务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
略 

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反侵略斗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

醒 
农民阶级抗争—太平天国 

地主阶级自救—洋务运动 

资产阶级维新派探索—戊戌变
法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历史条件 

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及意义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

进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

争 
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 
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

柱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
争 

国民党政府出于全民的包围
中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
作 

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

始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有中国特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

路 
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

步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

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

展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

景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 

背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经过：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四大侵略方式） 
结果：遭受侵略导致中国的变化（四大变化） 

史实：人民群众与爱国官兵的反抗 
结果：粉碎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 

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 
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 

背景：巨额战争赔款，农民负担加重；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
削 

经过：拜上帝教—金田起义—天京事变 
内容：《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 
评价：历史意义、局限性、教训 
背景：对内镇压太平天国；对外抵御外来侵略；根本维护王朝统

治 
指导思想：冯桂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经过：自强—发展军事工业；求富—发展民用工业 
内容：兴办近代企业；筹办海陆军；兴办新式学堂与派遣留学

生 
评价：历史作用，失败原因 

背景：内因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因空前的民族危机 
论战：维新派与守旧派 
经过：百日维新 
评价：意义、失败原因、教训 

背景：民族危机加深；清末新政破产；资产阶级革命派形
成 

组织宣传工作：发行书刊报纸，创办革命团体 
指导思想：三民主义 
论战：革命派与改良派 

爆发：武昌起义 
结果：民国创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成就与局限性 

失败：北洋军阀统治形成 
后续抗争：“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 
评价，原因和教训 

国民党的全国统治的建立 
实践：三大武装起义 
理论：四篇文章 
挫折：三次“左”的错误 
转折：遵义会议 
结果：长征胜利 

背景：改造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内容：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五四运动的内容 
作用：十月革命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意义：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成立准备：思想上与组织上 
中共一大召开 
意义：党成立的意义与历史评价 
中共二大纲领与工人运动 
国共合作与新三民主义 
大革命意义、失败原因与教训 

事件：日本侵华三部曲 
影响：严重的罪行、深重的灾难 

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共产党与部分国民党将领合作抗
日 

转折：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 
结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1937.7-1938.10） 
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1938.10 -1945.8） 

政策：《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 
实践：三三制原则、土地政策 
党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延安整风、中共七大 

三大时间点：8月 15 日、9月 3日、10 月
25 日 

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世界反法西斯地位 
争取和平民主进行重庆谈判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战略转折：千里跃进 
第二条战线的开辟与土地改

革 
第三条道路的破灭 
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格局正式形

成 
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人民政协召开及《共同纲领》 
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基本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 

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 

“一化三改”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意义 

指导思想：第二次结合 
初步探索的三大成果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
命” 

严重曲折的原因及其教训 
各方面建设成就：工业化、科技、国际地位等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战略目标、自身建设等 

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与十一届六中全会 
实践：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多层次开放格局形成 
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本路线和三步走战

略 
实践：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代表”思

想 
实践：不断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与先进性建

设 
理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 
实践：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重大实践开展 
理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梦与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 
目标：“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理想信念的含义、特征和作用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

仰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 
正确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

系 
坚持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

一 
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放飞青春梦

想 
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

统 
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
一 

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 
爱国主义及其时代精神 

新时期爱国主义 
做忠诚的爱国者 

时代精神及其主要体现 
改革创新的重要意义 
做改革创新的实践者 

人生与人生观 
人生观的主要内容 
正确认识人生矛盾 

用科学高尚的人生观指引人
生 

人生价值的标准与评价 
人生价值实现的条件 

在实践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促进自我身心的和谐 
促进个人与他人的和谐 
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道德的本质、功能和作用 
道德的历史发展 

中华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 
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 

中国革命道德的主要内容 
发扬光大中国革命道德 

着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道德建
设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与原
则 

积极投身崇德向善的道德实
践 

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 
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 
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大学生的择业与创业 
自觉遵守职业道德 

恋爱、婚姻家庭中的道德规范 
弘扬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及其作用 
加强个人道德修养 
追求崇高道德境界 

法律的一般含义 
法律的本质与特征 
法律的产生与发展 
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 
社会主义法律的作用 
社会主义法律的运行 

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制
度 

我国的实体法律部门 
我国的程序法律部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意
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
容 

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
合 

加强宪法实施、落实依宪治国 
法治思维的含义和特征 
法治思维的基本内容 
培养法治思维的途径 

尊重法律权威的重要意义 
尊重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 

法律权利 
法律义务 

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 
政治权利 
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 

社会经济权利 
宗教信仰与文化权利 

依法行使权利 
依法救济权利 
尊重他人权利 
依法履行义务 

物质的含义与特征 
物质的意义 
运动的含义 
运动与静止的关系 
时间观 
空间观 
意识的起源 
意识的本质 
意识的作用 
实践的含义 
实践的特征与结构 
实践的作用 
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之间的关

系 
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矛盾的不平衡性原理 
质、量、度 
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辩证的否定观 
事物发展的道路和方向 

国体：资产阶级专政 
政体：议会君主制与民主共和制 

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原因 
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表现与原

因 

美苏两极格局解体 
世界多极化发展 
经济全球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 
综合国力竞争 

大国关系的特点 
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 
中俄关系 
中欧关系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西方新干涉主义的新特点与危

害 
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与作用 

南北关系 
南南合作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中国对外工作新思想、新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