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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与

祖国统一

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实现民族大团结

祖国统一：在“一国两制”构想的指引下，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

海峡两岸关系不断发展

重要保证：民族团结是祖国统一的重要保证

国防建设与

外交成就

国防建设：建立海军、空军、火箭军，推进国防、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筑起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

外交成就：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

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科技文化与

社会生活

科技成就：科研成果有“两弹一星”、杂交水稻、青蒿素等，处于世

界领先水平

社会生活：改革开放后，衣食住行用得到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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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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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防建设与外交、科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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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版课标：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的内涵及意义。

民族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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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8年2考　　　　　　　　　　[八下P60－P61]

含义
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

法律

依据

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后被载入宪法。1984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

实施

1947 年，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
成立。目前，全国已经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5 个自

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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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意义

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保障了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权

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对维护民族团结、巩固

祖国统一和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实现各

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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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2　共同繁荣发展　　　　　　　　　　　　　　[八下P62－P63]

主要措施 重要意义

在民族地区因地制宜进行民主改革和

社会主义改造

各族人民翻身做主人，迈进了社会主

义社会

加强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
民族地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日益提高

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帮

助创制文字；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

和风俗习惯；保护少数民族历史文化

遗产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进行西部大开发、实施兴边富民行动
极大地带动和加快了民族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



第十九单元　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国防建设与外交成就、科技文化与社会生活

上一页 下一页返回首页

2022年版课标：知道“一国两制”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意义。

考点1　“一国两制”的构想8年1考　　　　　　　　　　　[八下P65]

“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　

提出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

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含义
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

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地位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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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2　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8年3考　 [八下P66－P68]

1．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

原因
(1)改革开放后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

(2)“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为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开辟了途径

香港回归
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澳门回归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正式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回到祖国的

怀抱

意义

(1)国内：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百年国耻，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

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2)国际：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

了新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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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方针 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

措施及

影响

(1)2003年，内地与港澳分别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逐步开放

内地居民个人赴港澳游。影响：强化了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贸人文纽带，实

现了两地互利共赢
(2)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 

(3)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法》。影响：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
(4)中央政府深化内地和港澳地区交流合作，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

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影响：香港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澳门经

济发展水平居全球前列，香港、澳门呈现与内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

发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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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3　海峡两岸的交往 [八下P70－P74]

基本

方针

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基础上，形成

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基本方针

过程

走向

缓和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海峡

两岸局势逐步走向缓和

打破

隔绝

1987年，台湾当局开始被迫调整“三不”政策，海峡两岸同

胞近40年的隔绝状态被打破

达成

共识

1992年，海基会和海协会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

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共识，即“九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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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八项

主张

1995年，江泽民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

项主张

“和平

之旅”

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和平之旅”访问团访问祖

国大陆。胡锦涛会见连战一行。促进了两岸关系的新发展

重大

进展 

2008年，两岸达成空运直航、海运直航、邮政合作等协议，

实现“三通”

“首次

会面”

2015年11月，习近平同马英九会晤，双方就进一步推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交换了意见。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

次会晤，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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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指明

方向

2022年发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

书，全面阐述了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指

明了对台工作方向

认识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国统一是大

势所趋、民心所向，中国必然统一，也必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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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的不同之处

(1)台湾问题是国民党兵败退踞台湾形成的，属于我国内部矛盾，是我国

内政，不容别国干涉。

(2)港澳问题是列强侵略造成的，属于民族矛盾，已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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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版课标：认识取得的国防成就及其具有的开创性、奠基性意义。

考点1　陆、海、空军的建设及导弹部队的发展[八下P76－P79]

1．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陆军逐渐发展成为兵种多样、

武器装备不断更新的现代化部队。

国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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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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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军

(1)组建：人民空军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2)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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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导弹部队

(1)1966年，中国组建第二炮兵部队。它是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由

核导弹部队、常规导弹部队、作战保障部队等组成。

(2)2015年，第二炮兵部队更名为火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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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2　新时代强军之路  [八下P80]

1．概况

(1)五大战区：201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东、南、西、北、中部五大

战区，构建军队联合作战体系。

(2)五大军种：中国人民解放军调整组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

略支援部队五大军种。

(3)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

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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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义：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筑起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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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版课标：了解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了解改革开放后的外交

成就。

 外交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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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1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8年1考　　　　　　 　 [八下P81－P83]

外交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提出 1953年底，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

内容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

互利、和平共处

影响
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

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求同存

异”方针

提出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提出

“求同存异”的方针

作用
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加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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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2　外交事业的发展8年4考　 [八下P85－P88]

恢复在联

合国的合

法席位

概况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

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

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

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

逐出去 “乔的笑”

意义

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中国积极参与

国际事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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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

建交

背景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20 世纪70 年代初，改善

中美关系成为两国共同的要求，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

过程

(1)1971年，“乒乓外交”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

(2)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

(3)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正式签署并发表了《联合公报》，

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4)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

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意义

(1)对中国：促进了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扩大了中

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2)对美国：改善了美国在美苏争霸中的不利局面

(3)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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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2　外交事业的发展8年4考　

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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