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形成条件

 时代背景  十月革命

 物质基础  中国社会新生产力增长

 阶级条件  工人运动

 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传播

 实践基础  革命和建设实践

 主观条件  毛泽东及中共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历史进程

 萌芽时期
 标志：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提出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形成时期
 标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提出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成熟时期
 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

 《新民主主义论》

 继续发展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

 《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近代中国国情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近代中国国情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

 主要矛盾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革命的根本任务与性质

 两大历史任务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旧民主主义革命  资产阶级领导

 新民主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领导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对象  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动力
 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

 资产阶级

 领导力量  无产阶级

 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政治纲领  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经济纲领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

 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文化纲领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三大法宝）

 武装斗争

 统一战线

 党的建设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

 什么是实事求是

 反对本本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独立自主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

 社会主义矛盾学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社会主义的两个阶段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

 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祖国统一和对外关系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过渡性质

 主要矛盾

 经济成分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一化三改

 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总结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