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革命歌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
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2018级历史二班张育榕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原因

成立日期：1921.7
领导：陈独秀
社会实践：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二七”惨案）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单枪匹马不能取
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
同盟者，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革命事业
出师不利







1.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2.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    

党内合作；

3.帮助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

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同盟。

主 要 内 容

1923年6月



中 国 国 民 党 一 大

中 国 国 民 党 一 大
时间

地点

中共代表

主要内容

意义

1924年1月

广州

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实际上
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建立



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

新三民主义

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增加节制资本

 旧三民主义

明确提出反帝要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新三民主义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革命者来
贪
生
畏
死
勿
入
斯
门

升
官
发
财
请
往
他
处

培养不怕牺牲，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
有理想的革命军人。



黄 埔 军 校 的 建 立
时间

地点

全称

领导
人物

作用

1924年5月

广州黄埔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孙中山任总理；蒋介石任校长；
不久后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

国民革命军 北伐战争



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名将
黄埔一期：左权、陈赓、徐向前（中共）

                  杜聿明、胡宗南（国民党）

黄埔四期：林彪（中共）

黄埔六期：罗瑞卿（中共）戴笠（国民党）

  林彪         左权        徐向前       胡宗南   

共和国十大元帅中：陈毅、徐向前、聂

荣臻、叶剑英、林彪曾是黄埔军校的教

官或学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二.北伐胜利进军

1926年7月9日，广州
国民政府誓师北伐。
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
司令。

1.北伐目标

推翻吴佩孚、孙传芳、
张作霖等北洋军阀的统
治，统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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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伐战争初期

主要战场

湖南、湖北

主要战役

汀泗桥战役

贺胜桥战役

英雄军队

第四军叶挺
独立团

“铁军”

叶挺（1896～1946年）



• 叶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新四军的
重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军事家。他还参与
了南昌起义并出任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中
出任新四军军长，后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
扣押，抗战胜利后，叶挺获救出狱，后被中
国共产党重新接纳为党员，但他与秦邦宪、
邓发、王若飞等在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
机失事而不幸遇难，1988年他被中央军委确
定为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



主要战绩

北伐军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
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震动全国。

1927年1月
武汉民众欢
庆北伐胜利
和国民政府
迁都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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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间 1926年

组织者 广东国民政府

目的 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统一全国

主要对象 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

主要战场 湖南、湖北

著名将领 叶挺（第四军独立团）

珠江流域控制范围

 

长江流域



3.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

农民协会组织和会员数前所未有

城市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得到很大发展

农民武装队伍 



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统
治之下，北伐军能节节胜利
的原因是什么？

（1）北伐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正义战争；

（2）作战方针正确；

（3）国共两党齐心协力；

（4）广大北伐官兵的浴血奋战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5）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的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援。



三.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与南京
国民政府的建立

     1927年4月，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了震惊中外的“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
大肆屠杀革命进步
人士，叛变革命

1.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2.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发动“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
汉召开“分共会议”，提出
“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
人漏网”的血腥口号，汪精
卫完全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
政策，公开反共，成为反革
命的中心人物。国共合作完
全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大
革命失败了。 



3.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1927年4月
南京

 



4.再次北伐和东北易帜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继续北伐。1928年6月，
北伐军进至北京、天津一带。奉系军阀张作霖在退
往关外途中被日本人炸死。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
“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至此南京国民政府
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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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的实现  

北伐胜利进军

国民革命的失败

小结

1、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和南
京国民政府建立

2、东北易帜

1、原因
2、中共三大

3、国民党一大

4、黄埔军校的建立

时间、目的、对象
主要战场、战役、
战果

2、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开展

1、
北伐
战争



1．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合作的标志是（    ）

A．中共“一大”的召开   B．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3．北伐战争中的主要战场是在（　　）

A．湖南、湖北            B．江西、江苏　　

C．福建、浙江　　        D．广东、广西

4．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主要对象是（　　）

①张作霖②袁世凯③孙传芳④吴佩孚

A．①②④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

A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