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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简介

1924 年 1 月 至 1927 年 7 月 是 第 一 次 国 内 革 命 战 争 时 期 。

第 一 次 国 内 革 命 战 争 是 中 国 人 民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和 中 国 国 民 党

合 作 领 导 下 进 行 的 反 对 帝 国 主 义 、北 洋 军 阀 的 战 争 。亦 称“ 国

民 革 命 ” 或 “ 大 革 命 ” 。

发展 历程

1923年 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与中国国民党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1924年 1月，孙中山在共产党帮助下，主持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

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随后，创办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

队。



1925年 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国共合作一年

来的经验，制定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大会后，领导五四运动和省港大

罢工，在全国掀起群众性革命高潮。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8月，

组织国民革命军。

1926年 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

倒军阀，占领长江、黄河流域，统一全中国。7月 9日，国民革命军在

广州誓师，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1927年 4月 12日和 7月 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

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分共”，公开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

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从而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重大事件

二次北伐

1928年 1月，蒋介石复出。支持北伐的冯玉祥手下的国民联军，

及阎锡山手下的北方革命军并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国军编为第一、

二、三、四集团军，分别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及李宗仁任司令；

蒋介石为总司令。至 6月，张作霖退出山海关外时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

屯炸死。国军亦进至北京。



东北易帜

1928年 12月 29日，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毅然宣布遵

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东北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

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行动，这就

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失败原因

客观方面：

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资产阶级发生严重

的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

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阵营里去了。



主观方面：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

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

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当时的中国

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

点都懂得不多，不善于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于中国革命做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

指导，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许多问题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



教训意义

1、基本消灭直系军阀吴佩孚军和孙传芳军，重创奉系军阀张作霖

军。为了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结成广泛的革

命统一战线。

2、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土地革命是主要内容,

必须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必须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

3、武装斗争是主要形式,组织形式是军队,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

革命政权,也没有人民的一切。



黄埔军校的建立



黄埔军校是 1924年以后，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兴办的各个

军事学校，即各地分校也包括在内。

黄埔军校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军事学校，

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一所军事学校，培养了许多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

闻名的指挥官，主要将领出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至六期，军校在

创立目的是为国民革命训练军官，是国民政府北伐战争统一中国的主要

军力。

1924年国民党建校时期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

年改名扩大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9年改名“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

学校”，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制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到 1946年末

改名“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1950年 10月台湾当局在台湾高雄凤山

区复建“陆军军官学校”延续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中有五位出自于黄埔军校。



常识简介

创办时间：1924年 6月 16日

简称：陆军军官校

校训：亲爱精诚

知名校友：黄埔三杰、汤恩伯、王耀武、林彪、胡宗南等

中文名：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

所属地区：广州黄埔，1950年后为台湾高雄



文化传统

盾牌：表示自信、勇敢及保卫国家安全

校训：亲爱精诚

青天白日国徽：代表中华民国

指挥刀：代表指挥官权责

瑞穗：代表陆军对北伐、抗战、“戡乱”（国民党对解放战争的蔑称）

所建立之丰功伟绩，并示寓兵于农之意。

校徽



校旗

校旗于 1924年校务会议中指派当时的总教官何应钦将军所设计。

校旗上方的荣誉旗（标）则是在 1957年为表彰学校功绩并纪念改制（四

年制），以提高学校荣誉，由蒋中正亲颁。



校训



校训“亲爱精诚”是由校长蒋中正亲自拟选，孙中山在开学典礼时宣

布的。校庆日定为每年的 6月 16日。

校歌



1924年制定的《陆军军官学校歌》：

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该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1926年制定延用至今：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

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

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历史意义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

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

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其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名声之显赫，

都是始料所不及的。



黄埔军校建立以来，以孙中山的“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

亡”为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组成以黄埔

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完成国民大革命为目的。一方面积极进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一方

面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军校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

结合的教学方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广大黄埔师生

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

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四大

简介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5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

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是为了总结统一战线建立一年来的经验，加

强对革命运动领导的背景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有 20 人，代



表全国 994 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主

持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彭述之作了关

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维经斯基作了关于世界

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各地表分别报告了本地区情况

主要内容

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

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

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会议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

动，无产阶级必须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

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

遍的参加”，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思想，指出没有农民的

支持，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领导地位以及使革命取得成功，都是不可

能的。此外，大会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



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表明党对反封建的

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

决案》等 11 个议决案。决定加强《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

等刊物的工作以及设立党校和工人补习学校等，使其成为运用马列

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重要宣传阵地。

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

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

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陈

独秀任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

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五

人组成中央局。李大钊、谭平山、项英、李维汉、邓培、朱锦棠分

别驻北京、广东、汉口、长沙、唐山、安源，直接指导工作；罗章

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



历史影响

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总结了

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重新审定国共合

作以来的政策和策略，表明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上有了重大

突破，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随后出现的革

命新高潮做了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准备。但大会对于怎样

取得领导权、怎样实现工农联盟的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的主张，

没有认识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