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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单元

的
的 展

19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世界

形势变得更加纷繁复 。一方面，西方列强的对

外扩张与殖民活动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普 反抗，

拉丁美洲、印度相继爆发了反抗殖民统治、争取

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 一方面，19 世纪中期资

本主义力量进一步增强，俄国、美国和日本走上

了 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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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列强加紧了对外扩张与

殖民活动，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普 反抗。19 世纪，拉

丁美洲和印度相继爆发了 的反抗殖民统治、争

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这两地起义的代表人物是 ？

起义产生了哪些影响？

第 1 课
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

拉丁美洲指今天美国以南的所

有美洲地区。这一地区大约从 16 世

纪初开始成为西 牙和 牙的殖民

地，当地居民以西 牙 和 牙

为主要 言，这两种 言都 拉丁

族，因此，这一地区又被称为“拉丁

美洲”。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拉丁美

洲的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西 牙和

牙的殖民统治之下。①

在 300 年 的殖民地时期，拉丁美

洲殖民地形成了一个按 统划分 的金

字塔式的等级社会。印第安人和黑人处于

社会最 ，是殖民者役使的主要对象。

他们之上是欧洲人与印第安人或黑人结合

所生的后代 种人。 种人主要做工

、小 和 民。他们之上是移民的后代

土生白人。土生白人主要是地主和商人，

有的充任中下级官 。最上 是掌握政权

的西班 和 的白人殖民者，他们对

土生白人也 歧视，白人殖民者与土生

白人的矛盾日益尖锐。土生白人中的一些

人，后来成为独立运动的领导人。

相关史事

① 除巴西是 牙的殖民地以外，其余地区基

本上处于西 牙的殖民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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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末 19 世 纪 初， 在 美 国

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

拉 丁 美 洲 掀 起 了 一 场 反 抗 殖 民 统

治、 争 取 民 族 独 立 的 运 动。 起 义

火 燃 遍 了 北 起 墨 西 、 南 到 阿

根 的广大地区。 

在南美洲北部地区， 利瓦尔

宣 布 解 放 人 ， 承 诺 胜 利 后

分 给 起 义 士 兵 土 地。 大 批 印 第 安

人、 人和混 种人参加起义部队。

1819 年， 利瓦尔率领队 ，克服

艰难险阻，越过常年积 的安第斯

山 ，打败西 牙军队。 利瓦尔

解放了 比亚、委内 拉和 瓜

多尔等地，成立了“大 比亚共

和国”。当选总统后，他继续领导

南美洲的独立运动。在南美洲南部地区， 马丁

领导了阿根 、智利和秘鲁的独立运动。他和

利瓦尔被 为南美的“解放者”。

利瓦尔出生在加拉加斯 ， 年时 母双亡，青年

时去欧洲求学，深受法国 蒙思想的影响，立志以解放

国为己任。他发誓说：“在没有打 西班 强加在我们身上

的 以前，我的手将不停地打击敌人，我的心将不会平

静。”他义无反 地投身独立运动，与殖民者展开了

绝的斗争。他认为“解放者”的称号高于一切， 着建

立拉丁美洲各国的联盟。为纪念他的功 ，现在的 利维

亚共和国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人物扫描

利瓦尔（1783—1830）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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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侵略印度的过程中， 用当

地人当兵，为殖民统治 务，这些人被称

为“土兵”。驻印度的英印军队共24万人，

土兵就有 20 多万。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

推进，印度社会的反抗情 日益高涨。同

时，英国殖民者对土兵的态度越来越 ，

土兵经常受到英国军官的

待，土兵的不 也

不断加剧。1857 年 5

月，驻 密拉特

的土兵率先发动起

义， 开了印度民

族大起义的序幕。

相关史事

印

19 世纪中期，印度已 为英国

的殖民地。当时，英国完成了工业

革命，进一步加强了对印度的经济

夺和政治压迫。

印度的手工棉 织业本来很发

达， 手 工 棉 织 品 大 量 行 销 英 国。

为了发展本国的棉 织业，英国从

印度进口大量棉花，并向印度倾销

机器生产的棉 织品。印度的手工

棉 织业遭到沉重打击，许多手工

业者因此破产。英国殖民者还以种

种借口 并印度王公的领地，规定

王公 后 无直系后 ，其领地就

英国所有。随着在印度统治的稳

固，英国殖民者取消了对印度土兵

的较优 ，并且不 重他们的

宗教信 。这些做法激起印度各阶

层人民的强烈不满，人们反抗情绪

日益高涨。

1857 年，印度土兵首先起来反

抗英国殖民者，农民、手工业者以

及一些被剥夺了权力的印度王公也

参加起义，起义浪潮席卷了印度北

部和中部。起义军夺取了德里。英

军虽然武器先进，但还是用了几个

月的时间才攻陷德里。英军乘势进

攻 西，年轻的 西女王领导军民

与英军展开激战。 西失陷后，她

率军转战外地。战斗中，她身先士

，直到壮烈牺牲。

印度民族大起义形势图

西女王（约 1835—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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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活动

：

/ 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 /

印度民族大起义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者，反 了印

度民族意识的 。这次起义也是 19 世纪中期亚洲民族

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拓展
英国东印度公司 

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为了组织、发展海外贸易和进行殖民活动，英国、荷兰

等西欧国家纷纷组建带有 断性质的贸易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其中最著名

的一家。1600 年，英国女 伊 白一世 布命令，特许刚刚成立的英国东印度

公司 断英国与 望角以东各国的贸易。不久，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在印度 海建

立起贸易据点。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公司，它不仅拥有

自己的武装，能 直接 理殖民地，还可以在殖民地征税。

18 世纪中期，英国击败在印度的最大殖民竞争对手法国。19 世纪初期，英国

东印度公司已经统治了印度的大部分

地区。1757—1815 年，英国东印度公

司从印度直接 的财富约达 10 亿英

。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还向中国

片。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后，

英国政府取消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

度的统治权，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

1858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撤 。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 敦的总部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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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以后，西欧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或改革，促

进了本国经济的 速发展。而俄国 行 制， 落后。

为了改变社会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欧国家的状况，俄国

的 得一世与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

的改革措施有哪些？这些措施使俄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 2 课
俄国的改革

俄罗斯人的 先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9 世

纪 期在东斯拉夫人活动区域形成基 罗斯等

期国家，后受拜占庭帝国影响进入基 教文化 。

13 世纪上半叶，该地区被蒙古征服。在反抗蒙古

统治的过程中，莫斯科公国崛起，并逐渐 并其

他公国，到 16 世纪初建立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伊

凡四世执政时期采用“沙 ”①称号，强化了专制

统治。

在沙 的专制统治下，俄国盛行农 制，是

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农业和手工业主要使用农

动，工商业的发展极其缓慢。

得一世即位后，决心改变俄国的落后面 ，

实现富国强兵。他发出向西方学习的号召，颁布

一系列法 ，全面推行改革。

① “沙 ”一 来自拉丁 “ 撒”，意即 帝。

俄国地广人 ， 动

力缺 ，地主为了把 民

束 在土地上， 力加强对

他们的人身控制。许多 民

不 受地主的 ，纷

纷 亡。政府的法令规定，

只要 民 亡的时间不超

过 5 年，地主都可以追回，

后来这个期限 长至15年。

1649 年的法 规定，地主

可以无限期地追回 亡

民，还可以追回 亡 民的

子 女。这就使 民及其

子 都成为失去人身自由

的 。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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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世又被称为“ 得大 ”（1682—

1725年在位）。他 想 为，具有强烈的求

知 与 险精神。他曾 自 纵船只出海探

险，险些坠海 死。他 成水手，随使

节团前 西欧各国 察，对西方的科学技术

深感兴趣，并 心学习；他又 请外国 家、

工 和技师到俄国传授技术。

人物扫描

得一世（1672—1725）

得一世改组行政机构，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进一步加强了沙

的专制权力。他创建了一支纪 严明的新式常备军，要求贵族必须到军队

或行政机构为国家服务，按功 和才能提 人才；他鼓 兴办手工工场，准

许工场主购买整个村 的农 ；他推行文化教育，派 留学生，创办科学

院，开办学 ，创办 纸；他还提倡人们学习西方的 与生活方式。

通过改革，俄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为对外扩张准备了条件。俄

国一跃成为欧洲军事强国。1700—1721 年，俄国与 进行战争。俄国获胜，

夺取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并在战争过程中，营建了新首都— 得 。

15—18 世纪俄国疆域的扩张图 15 1 国 的 图

亚 洲

海

西

洋

海

海

海
海

欧 洲

俄 斯

洲

171 年前的

171 年

1599—16 9年 国 的地

1690—1795年 国 的地

洲界1 6 年的 国

至159 年 国 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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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世改革以强兵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

目标，开 了俄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在他的

统治下，农 制进一步强化，后来成为俄国社会

发展的障碍。

19 世纪中期，俄国资本主义经

济有所发展，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场

越来越多，交通运 与对外贸易也

比以前发达。但是，农 制严重制

约了这一时期俄国的经济发展。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沙 政

府开始酝酿新的改革方案。亚历山

大二世认为，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

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

农民。1861 年，亚历山大二世颁布

了 废 除 农 制 的 法 。 法 规 定：

农 获 得 人 身 自 由， 可 以 改 变 身

，自由转 职业；农 在获得解

放的同时，可以获得一 土地，但

是必须出钱 买，所出的价钱高出

当时的地价。农 为此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

贵族宣 “解放”农 的法

营建新首都 得

得一世死后，俄国政

局动荡不安， 族争权 利，

沙皇更 频繁。1762年，叶

卡捷 通过宫 政变

位，称“叶卡捷 二世”

（1762—1796年在位）。她实

行了一些开明政策， 发

展 业和工商业，进一步增

强了俄国的实力。她为了取

得 族的 持，极力维护他

们的种种特权，将大量国有

土地连同 给 族。

相关史事

19世纪上 叶， 在俄国全国人口

中占很大比重，近40 参加工业生产的

动者是 。 世代被束 在土地上，

不能自由 和务工经商。 村贫困落后，

力低，生产率低下，这些影响了

国内市场的发展。1853—1856年，俄国同

奥斯曼 国在克里木 岛进行战争，英、

法 持奥斯曼 国，俄国战败。这充分暴

露了 制下俄国军事和经济的落后，同

时加剧了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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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十二月党人 

19 世纪初，在俄国反对 破 的战争中，一些青年军官到了西欧国家，感受

到了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回国后，他们对俄国还保留 制和沙皇

制非常不 ，开始组织秘密团体，宣传民主思想，准备依靠军队的力量推 沙

皇政府。1825 年 12 月 26 日，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即位之日，他们发动了武装起义，

但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这些人被称为“十二月党人”。沙皇政府对十二月党人进

行了残酷的迫害，很多人被流放到 无人 的西伯利亚 役。

课后活动

下

  （  ） 中 权（  ） 新   （  ）

  制（  ） （  ） 的生活 （  ）

出，经过1861年 ，“ 得 自 的时 ， 经 得一

二 ”。

1861 年农 制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改革废除了农 制，促使社会的各个方面出现了新的气

象，推动俄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农

制的残余仍然存在，影响着俄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 俄国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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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间，领土 速从大西洋

扩张到太平洋 。领土的扩张，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

的发展。同时，美国北方和南方的矛盾也日益加剧，最

终导致内战爆发。是什么因 引发了美国内战？为什么

说美国内战是美国的第二次资产 级革命？

第 3 课
美国内战

美国独立后，经济迅速发展，领

土不断扩张。到 19 世纪中期，美国

已经成为东临大西洋、西 太平洋的

大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北方

完成了工业革命；南方却以种植 经

济为主，大量使用 动。英国在

工业革命后，对棉花的需求进一步刺

激了美国种植 经济的发展。

美国南北方不同的经济类 的

发展，加剧了南北矛盾。南方为了

扩大棉花等原料出口， 取英国

价的工业品，反对提高关税；北方

为 发 展 本 国 工 业， 要 求 提 高 关 税，

抵制外国商品的 入。同时，对美
美国南方种植

19世纪初， 贸易被欧洲明令禁止。

1807年，美国通过了废止 贸易的法 。

但是，由于种 使用大量 从事

种 ，利 丰厚，因此，南方的 贸易

依然很繁 。内战前夕，南方有400万黑

，其中60 的黑 在种 动。

主可以任意 、 甚至杀害 。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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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史事

在北方，反对 制的民众组成了2 000多个废 社，组织

了帮助南方黑 亡的“地下铁道”。北方的“乘务员”将南

方的“乘 ”，经过一个个“ 站”（废 派的住地），秘密转

到北方。黑人妇女塔布曼先后19次只身 入南方，救出了

300多名黑 。

国西部新增加的土地，南北方的态度也不相同。南方力

图扩展 制，建立新的蓄 州；北方主张建立自由州，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双方针 相对，互不相 。北方

一些有识之士坚决主张废除 制，开展废 运动。他

们揭 制的 恶，积极帮助 往北方。

1860 年，共和党候选人林 当选为美国第 16 任总统。

林 主张限制 制的发展，这成为南方 主发动战争

的借口。不久，南方 7 个州 ①宣布退出联邦，成立“南部

同盟”。1861 年 4 月，南方军队挑起战争。美国内战爆发，

史称“南北战争”。

人物扫描

林肯出生在肯塔基州一个贫困家庭，做过木工、 员、

村邮务员等。因为贫困，林肯几 没受过正规教育，但是他刻

自 ， 学自修，成为 师，担任过州和联邦的议员。

林肯同情 ， 制，但他不同意采取过激的方

式，激化南北矛盾，引起国家的分裂。他主张用和平的方法，

逐步限制 制，最终达到废除 制的目的。

林 （1809—1865）

① 后来又有 4 个州加入“南部同盟”。

，组织

一些有识之士坚决主张废除 制，开展废 运动。他

人 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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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初期，由于南方蓄谋已久，

有军事准备，北方在军事上

失 利， 首 都 华 盛 顿 也 险 些 被 攻 占。

北方的失利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

许多城市爆发示威 行，要求政府

采取措施扭转战局。

林 在战场上

 

1862 年， 联 邦 政 府

审 时 度 势， 颁 布 了《

地 法 》， 鼓 农 民 到 西

部 耕 种； 不 久， 林 发

表 了《 解 放 人 宣

言》，宣布从 1863 年元旦

起，南方 乱地区的 远获得自由，并可以

以自由人的身 加入北方军队。《 地法》和《解

放 人 宣言》深得人心，调动了农民和 人

的积极性。他们 跃参军作战，扭转了北方

军队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1864 年，北方军队围

攻“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1865 年，南

方军队投降。美国内战以北方获胜告终，避免了

美国分裂。

1865 年，林 被拥护 制的狂热分子刺杀。

林 为维护国家统一和解放 人 作出了杰出

贡献，得到了美国人民 心的爱 ，成为美国历

史上的著名总统。

材料研读

《 地 法》 规 定：

年 21岁，没有参加

过 ，而且获得土地

是以 殖为目的的美国

公民， 只要交纳10 美

元 记费，就可以在美

国西部得到一 不超过

160 英 的土地。

记人 连续 种 5 年后，

就可以成为这 土地的

主人。

：

美国内战形势图

印
地

地
后

部
后 部 的地

国 图

国界

界

① 1 英 合 4 046.86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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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西进运动 

美国独立后，在领土扩张

的过程中，大批移民从东部

西部，这一现象被称为“西

进运动”。移民们 入西部

林海和 原， 伐 木，开

地，修建房 ，开发出一

片生机 的土地。随着西进

运动的推进，美国西部出现了

“小 国”“ 国”，新

兴的工 和 市也 地而起。

但是，在西进运动中，大批印

第安人被 杀或被 到更远

的地区。印第安人的被迫

之路，被称为“ 之路”。

课后活动

下

  发 ， 

       （  ）

  出 ， 品

       （  ）

  主 在 部新 的

     （  ）

  主 在 部新 的

自      （  ）

在一次 中 ：“一 的

子是 不 的。 政 不

维 和 自 的 。 不

联 ， 不 子 ，但 的

。”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林 纪念

美国内战实质上是美国历史上

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经过这场战

争，美国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

制，清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

大障碍，为以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创

造了条件。

/ 美国内战 /

有人说，美国内战为资本主义的发展 清

了障 。你同意这种说法吗？请说明理由。

问题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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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期，日本和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面临着

为殖民地的危险。面对民族危机，日本采取了什么对

策？为什么日本不但没有 为殖民地，反而走上了发展

资本主义的道路？

第 4 课
日本明治维新

19 世纪中期，日本处于德川幕

府统治之下。天 是名义上的 主，

幕府将军掌握了实权。德川幕府推

行 锁 国 政 策， 只 许 日 本 同 中 国、

荷兰进行有限的贸易。锁国政策造

成日本与外界隔绝，也阻碍了日本

社会、经济的发展。

1853—1854 年，美国海军舰队

两次强行进入日本港口，要求日本

打开国门，否则开战。日本被迫在不平等条约上

签字，开放港口。其他西方国家接 而至，幕府

统治发生动 。

开港通商后，日本经济受到很大冲击，许多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1 5

洋

海

的

的

前的

国

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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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前日本社会等级示意图

天

将军

大名

武士

士

农

工

商

1868 年 1 月，倒幕派在京都发动

“王政复古”政变，支持天 政，强

幕府将军“辞官纳地”。同年，倒幕

派粉碎了幕府的武力反 ，结束了幕

府统治，改年号为“明治”。1869 年，

天 及政府机构 到东京 ①。

手工工场倒闭。当时，日本的 金价格低于世界

市场的 金价格，外国人用 银套购 金，造成

日本 金大量外流，引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

农民、城市贫民和下级武士的处境不断恶化。

面对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德川幕府束手无

策，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一部分中下级武士

联合西南强 和朝 公卿，发动了倒幕运动。

在德 幕府统治的 200 多年里，武士构

成了统治 级的基础。在他们的上面，是天

皇、将军和各 的首领“大名”。有的武士接

受了良 的文化教育，成为有知识和教养的

人，担任幕僚和行政官员。在经济发展的过

程中，武士 也出现分化。下级武士生活

困 ，不少下级武士为维持生计，开始从事

商业、手工业，有的当 生、作家，有的

为浪人。一些有文化和政治经验的中下级武

士不 幕府的统治，希望在社会改革中求得

生机。他们成为倒幕运动的中坚力量。

相关史事

1868 年，明治政府开始实行一系列改革，以西方为

样，全面改造日本，史称“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的主要措施有：政治上，废 ，加强

中央集权；军事上，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军队；经济

上，推行地税改革，以“殖产兴业”为口号，大力发展
①  1868 年 7 月， 江

户改名为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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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经济；社会生活上，提倡“文

明开化”，向西方学习，改造日本

的教育、文化和生活方式。

明治维新成为日本历史的重大

转折点。通过明治维新，日本迅速

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实现

了富国强兵，开始 身资本主义强

国之列。但是，明治维新保留了大

量 制度的残余，军国主义色彩

。日本强大起来后，很快走上了

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1868年3月，日本新政府 布了《五条

誓文》，内容包括：一、广兴会议，万事决

于公论；二、上下一心， 行经 ；三、官

武一体，以至 民，各 其志， 使人心

；四、破除旧来之 习，一本天地之公

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 皇国之基础。

《五条誓文》表明了日本改革旧制度、向西

方学习的决心，成为明治维新的政治纲领。

相关史事

明治维新时期的课  

知识拓展
日本的天 制度 

“天皇”是人们对日本 主的称呼。大化改

新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 集权制

度，天皇制度正式确立。12 世纪后期，日本进

入幕府统治时期，天皇逐渐大权 落。1889 年，

明治政府 布了《大日本 国宪法》，确立了日

本近代 主立宪制的天皇制度。宪法规定：大日

本 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神 不可侵

犯；天皇作为国家元首，总 一切大权，总理大

和国务大 组成的政府只对天皇负责。日本的

天皇制度后来变成军国主义天皇制度。1946 年，

日本 布新宪法，规定天皇是国家的象征，没有

实际统治权。

课后活动

年
下年

  1840 1860年：

  1861 1880年：

  1881 1900年：

/ 日本明治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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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第二次 和
化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开始了第

二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在第

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

步入工业化强国的行列，它们的社会结构、基础

设施、大众教育、生活环境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

变化。

在此期间，近代科学文化也进一步走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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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用电 联络远方的 友，在电灯下

学习，坐 去上班，乘飞机出国 我们的生活、学

习和工作越来越便利。你知道电 、电灯、 和飞机

是何时出现的吗？

第 5 课
第二次工业革命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展开，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科

学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步。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它们被迅速应用于工业

生产，促进了工业的 勃发展。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第

二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科学研究同工业生产紧密结合。

电力成为新的能源进入生产生活领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最显著的成

就。1831 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了电 应现象。后来，人们根据这

一现象发明了 期的发电机。到  19  世纪  70  年代，经过不断完善的发电机

进入生产领域，电力开始作为动力带动机器。美国发明家爱 生利用电学

研究的最新成果，发明了 用的 、  性蓄电 、电影 影机和

放 机等。他还在纽约建立了美国第一 火力发电 。发电 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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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能源，促进了电 的广泛使用。在各国发

明家的共同努力下，发电机、电动机、电 机、

电 、电话、电车、电 等纷纷问世。人类社会

进入了“电气时代”。

爱 生在 年时只受过几个月的正规

教育。他极具想象力，对什么事都爱 根问

。12岁时，他开始外出工作，当过

务生、电报员。爱 生善于将最新的科学发

现运用到自己的发明中。爱 生是电气时代

最 大的发明家，一生拥有1 000多项发明

利权。

人物扫描

爱 生（1847—1931）

内燃机的发明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应用技术领

域的另一重大成就。1876 年，德国人奥 制造出

一台煤气内燃机。1883 年，德国工

程师 勒研制出汽油内燃机。几

年后，德国工程师 塞尔发明了

油内燃机。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交

通运 工具的发动机问题，在交通

运 领域内引发了一场变革。19 世

纪 80 年代，德国人本茨制造出一辆

由内燃机 动的汽车。1913 年，美

国的福特汽车公司使用流水线生产

汽 车， 带 来 了 汽 车 制 造 业 的 革 命。

汽车的价格大幅下降，汽车开始成

为中等收入家庭的交通工具。期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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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的发明带动了相关的新兴工业的发展，

以内燃机为发动机的汽车、 、飞机、 拉机

等出现，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1903 年莱特 的试 飞机

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流水线

1903年12月17日上 ，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

带着他们的飞机来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片沙 上。飞

机上的奥维尔紧紧 住 纵 。 随着发动机的轰 声，

开始 转，飞机向前滑动，越来越快，最终升空。

此后不久，中国人 如刻 研，制造出了更先进的

飞机，并获得国际比赛大奖。 如被 为“中国始创飞行

大家”。

相关史事

 九年级 下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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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学工业的产生也是应用技术领域的一

项重大突破。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

发展，加速了石油化学工业的产生。19 世纪 60—

80 年代，人们已经能 使用新方法生产 、 、

人造染料等产品，而且产品的成本更低、性能更

好。1867 年， 化学家诺 尔经过多年的研究，

发明了现代炸 。后来他又研制出无 炸 。诺

尔的发明在军事、工程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1869 年，美国人海 特发明了赛 的制造技术，

现代 料工业由此 生。1884 年，法国人 尔多

内发明了人造 维，开辟了新的 织品生产领域。

诺贝尔是瑞 化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自 受到良

的教育。诺贝尔发明炸 的过程极其 难。1864年，他

的工 在生产炸 时爆炸，他的 和 外4人死亡。为

了避免研究给他人造成危险，诺贝尔只 到湖中的船上进

行实验。诺贝尔研制成功多种炸 ，并获得 利。 自

己的发明，他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诺贝尔 世后，根据他

的 ，他的大部分财产被用来设立一个奖 基金，每年

授予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 学、文学及和平方面

“为人类作出 出贡献的人”，这就是诺贝尔奖。诺贝尔奖

于1901年第一次 发，1968年，又增设了经济学奖。

人物扫描

诺 尔 （1833—1896）

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极大

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

跨越式的发展，成为工业化强国。在经济发展的

基础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垄断组织，资

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

义阶段过 。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增

强，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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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活动

下

  （  ）  动 （  ）  发 （  ）  （  ）

：

/ 第二次工业革命 /

知识拓展
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 汽车 

1908 年，美国的福特 公司开始生产 型 。 型 因使用 型发动机

而得名。这 以价格低 、性能 越著称。截至 1927 年，福特 公司共生

产了约 1 500 万辆 型 ，产量达到世界 产量的一 。 日富豪的 品，

进入了普通大众的家庭，甚至在 间 ，人们也能见到 型 的身影。 型

的外形很少改变，从 1914 年起， 型 一 被 成黑色，独特的外形和统一

的 色成为它鲜明的特征。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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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使工业化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们既

感受到从未有过的 ，也体验到很多新的 。这些

国家的社会面貌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对人类是有

益呢，还是有害呢？

第 6 课
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变化       

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

了人口的迅速增长。19 世纪前 50 年，英国人口从

约 900 万增加到约 1 800 万。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人口增长更为 人。19 世纪 20 年代，美国的人口

约为 1 000 万，到 1914 年，美国的人口已超过 1 亿。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的现

象进行了研究。他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提出：人口增长

快于生产增长，这是一种“自然规 ”；人口增长到生活资

料仅能维持人类生存的极限时，社会就会出现 、战争

和 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提 人们要处理 人口

增长的问题上有积极的意义，但他把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

动群众的失业和贫困，都归 于人口增长得过多，则是

的。

人物扫描

马尔 斯（1766—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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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开始后，随着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农村人

口不断流向城市，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到 19 世纪后期，

大部分英国人已经生活在城市之中了。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人阶级队 不断壮大。 动

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放 农业生产，专

门从事工业和商业。以英国为 ，19 世纪初，农业 动

力人数仍多于工业 动力人数，但到 20 世纪初，农业

动力人数已经不足工业 动力人数的 1 / 5。同时，越来越

多的妇女走出家庭，成为工业 动者，她们的社会角色发

生了变化，这为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19 世纪以后，为了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欧洲国

家开始推广大众教育。19 世纪初，德国推行教育改革，

建立由初等学 、中等学 、大学组成的系统教育体系。

1802 年，法国通过法 开设政府资助的中等学 。1870 年

以后，英国、法国开始对 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教育

的普及，提高了欧美各国的大众文化水平，促进了社会

发展。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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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德、美四国的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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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城市通常缺乏统一的规划。城市的

环境很差。19 世纪中期以后，城市的环境开始得

到改善，一些基础设施建立起来。随着城市的发

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世 中期， 国 的 ，

极 ， 。

英国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 的变化

1750年
 

1851年
 

1870年

100%

80%

60%

40%

20%

0%

16%

84% 46%

54%

30%

70%

  

19 世纪 40 年代的一

调 报告这样 述英国

镇的卫生状况：“在 镇的

最热 地区，也正是在商

业中心区， 了从 、

所、 和便 中

倒出来的 和

等等。”美国大 市处理

物的方式，也只是在 用

马 将各个家庭的 物

运出 外。 市人口增长太

快，住房变得拥 不 ，低

收入家庭的居住条件更 。

1850 年的巴黎街道 而

暗，许多居民区都是名副

其实的贫民 。

相关史事

1800 年， 伦 有 近 100 万 人， 是 当

时欧洲最大的 市。1851 年，伦 人口

达 到 236 万。1801 年， 巴 黎 有 将 近 55 万

人，1851年，巴黎人口猛增到100万以上。

1800年，维也纳人口约为25万，柏林人口

约为17万；到1850年，维也纳的人口已超

过44万，柏林人口也增长到42万。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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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研读

在 里， 造了自 的奇 ，

人 成 人……

的 中， 出人 的

大一 全世界；

的 中， 出 。在 里，

人 的发展成就 是 的， 是

的。

— 英 阿萨· 里格斯

《英国社会史》

：

在工业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出

现了许多问题，环境污染严重，贫

富分化加剧。

工 排 放 大 量 的 废 气 和 废 水，

严重污染了大气和河流，危害着人

们的身体健康。

资本家 取了大部分社会财富，

他们日益富 ；广大工人每天在恶

的环境中长时间从事高强度的

动，获得的收入却难以 口，他们

对不公平的社会现状越来越不满。

工业革命开始后不久，就有工人破

坏机器以表达自己的愤怒。随着社

会矛盾日趋尖锐，工人的反抗斗争

日益激烈。 

机器时代的“ 受”    

19 世纪后期，英国的

有 人以乘坐 船游

晤士河为时尚。 船在河

中 着 人的 ； 边

工 放的 水，也使河

水变得 不 。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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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活动

 下

  人 来 中        （  ）

  人 平        （  ）

  来了 的        （  ）

 ：

/ 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变化 /

知识拓展
城市环境与家庭卫生条件的改善 

19世纪中期， 市的环境开始受到重视。英国、美国、法国等先后开展了改善

市环境的运动。人们开始用砖 、 子 设 市的街道。19 世纪 70 年代，大

市的街道已经有了 气灯。电灯发明后， 市照明 得到 改善。随着 道

的 设，以 街道上 水 流的现象越来越少。马 曾经是 市中最常见的交通工

具，19 世纪中期以后， 市中出现了有轨电 和马拉的轨道公共 。19 世纪末，

市面貌已大为改观。

在 市环境改善的

同时，家庭卫生条件也

逐步得到改善。1890 年，

伦 的一些富人家庭已安

装了 水马 。但 室还

没有进入家庭，人们想洗

就必须到公共 室去。

1890 年巴黎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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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达尔文、巴尔扎克、 尔斯 、贝多 、

高，这些名字你知道吗？让我们走近这些大师，了解近

代的科学、文化成就。

第 7 课
近代科学与文化       

英国科学家牛顿是近代自然科学的 基人之

一。他在天文学、数学、力学等领域都有杰出贡

献。万有引力定 、 学分 和 积分学是他的

三大成就。1687 年，牛顿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

学巨著《自然 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物理学成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牛顿的科学发现，使人类对

观世界的 索向前 了一大步。

少年时的 顿沉 冷静、 思索，特别 制造

机械。有一次，有人在 北建起了一座 ，这在当时还

比较少见。 顿 去认真观察了 天，之后做了一个

模型。他还为 模型装上了一个 ，让一只小 当

“ 工”，带动 模型转动。

人物扫描

牛顿（1643—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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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 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

出版。在这本书中，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指出：

物种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经历了由低等到高等、从简单

到复 的演变过程；生物的发展和进化不是由神的意志或

生物本身的欲望决定的，而是 传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

选择的结果；人类也是进化来的，不是上帝创造的。《物

种起源》的出版，打破了千百年来“上帝创造万物”的神

创论，在生物科学领域掀起了一场 大革命。

巴尔 克是 19 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当时，法国正处

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转 时期，巴尔 克将所见所

融入小说写作中，完成了一套名为“人间 剧”的小说

集。在小说中，他把观 到的种种社会现象 致地 绘

出来， 造出许多 人印象深 的人物形象。巴尔 克

达尔文22岁时，受“小 号”船长的 请，以 物

学家的身 随船进行了近5年的环球航行。船长本来希望

达尔文能 找到科学证据来验证《 经》的记载，没想到

旅行结束后，达尔文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人物扫描

1859 年版《物种起源》的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

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问题思考

达尔文（1809—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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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 之作《欧也 · 台》《高老头》等，再

现了法国 19 世纪 期纷繁复 的社会图景。巴尔

克给后人留下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

流社会的变 史。

18 世纪，德国 生了一位天才的作 家—

多 。他创作的音乐充满了想象力和激情，富

有 染力。《英 交响 》是他的代表作。这首交

响 完成于 1804 年，是一部反 重大社会题材的

作品，标志着 多 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 。

《英 交响 》气势 ，表达出 多 对自由、

平等和博爱的 望。

《高 头》的主人公高 头出身 ，后来做 承

包商发了大财。他把大部分财产给两个女 作 ，后来

自己却被女 们抛 ，一贫如洗， 地病死在一家

小公 的 楼上。《高 头》反 出在一切为了金 的资

本主义社会里，家庭也成为人们相互 和 的场所。

相关史事

尔斯 （1828—1910）

比巴尔 克 一些，俄国也出现了一位

大的作家—列夫· 尔斯 。他的小说如《战

争与和平》《安 ·卡列尼 》《复活》等， 绘

出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场景。 尔斯 在小说

中一方面猛烈 击了俄国的沙 专制和地主对农

民的残酷压 ，另一方面又否定暴力革命，宣扬

道德上的博爱。 尔斯 的小说反 了在社会转

时期俄国农民既想反抗又找不到出路的状态，

所以， 尔斯 被列 称为“俄国革命的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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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 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后到维也纳学习音乐，

逐渐声名大 。贝多 28岁就患有 ，后来两 完全失

。为克 失 带来的困难，他曾将一根小木棒的一端插

在钢 里，一端 在 中间，在作 时用来 音。这

个特别的 音器，至今还保存在德国 恩的贝多 物馆

内。他的《英雄交响 》用全新的 格，表现了他对英雄

的理解，是一部不 之作。该 原本是应法国驻维也纳大

使的请求，为 破 而作的，但在发表时，贝多 得知

破 称 的消息，他 地去 了 破 的名字。

人物扫描

多 （1770—1827）

近代的绘画艺术不断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杰

出的画家。荷兰的 高是其中 具代表性的一位。

高的代表作有很多，如《 间的 馆》《向

日 》等。《向日 》中明 、 丽的 色花 ，表

达了画家对生命的 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向日 》

高（1853—1890）27岁 开始 ，

在短 的 术生 中，他创作了大量的

、 和版 。

高生前，他的作品不受人重视，很

少能 出去。 高的生活十分困 ，靠

的接济 得以 强度日。

人物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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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居里夫人与 的发现

居里夫人生于 兰，后在法国求学，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19世纪

末，科学家发现有一种 能放射出射线。这一发现引起居里夫妇的极大兴趣。经

过研究，居里夫妇认为在 青 中存在着 种未知的、放射性很强的元 。经过

不懈努力，1898 年，居里夫妇发现了 和 两种元 。1903 年，居里夫妇获得诺

贝尔物理学奖。1910 年，居里夫人提炼出金属态的 。1911 年，居里夫人获得

诺贝尔化学奖，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课后活动

/ 近代科学与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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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单元

第 次世界大战和
战后 的世界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世界产生

了深远影响。战后签署的《 尔赛条约》和《

国公约》等一系列条约， 时调整了战胜国在欧

洲、西亚、非洲、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建

立了被称为“ 尔赛—华 顿体系”的国际新秩

序；战争还激化了亚非殖民地 殖民地国家与宗

主国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拉丁美洲的民主改革。

此外，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了由列宁

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 级

政的国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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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课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 世纪后 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列强  

起了 分世界的狂潮，它们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加剧。  

1914 年，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爆发了。这场

战争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爆发的？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在两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欧洲主要国家的

经济迅速发展。它们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瓜分世

界。为了夺取更多的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

欧洲列强展开激烈争夺。

1871年，四分五裂的德国完成统一，这为它后来的 起

定了基础。德国的工业本来落后于英、法两国，但后来居上。

同英国一样，德国发展工业也需要从海外获得原 料和市场，

但是德国占有的殖民地相对较少，只有英国殖民地的1/10。在

世界基本被 分完 的情况下，德国只能向英、法等国“要求

在日 下的地 ”。德国与英、法等国的冲突不断加剧。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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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后半期，法国与德国之间、俄国与奥

匈帝国 ①之间、英国与德国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1882 年，由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

同盟正式形成；20 世纪初，英国分别与法国、俄

国缔约，建立起三国协约。这两大军事集团展开

狂的扩军备战，冲突不断。

德国向英国发起挑战（漫画）

① 奥匈帝国是指 1867 年奥地利与匈牙利组成的

帝国，范围包括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

克、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等。

 

1908 年，奥匈帝国企图吞并波斯尼亚和 塞

维 ，遭到塞尔维亚的强烈反对。1914 年 6 月，

奥匈帝国 南大公为了向塞尔维亚 武

力，到波斯尼亚 军队。6 月 28 日， 南大

公夫妇在 拉热 被塞尔维亚族青年普林西普刺

杀。这就是 拉热 事件。这一事件成为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1914 年 6 月 28 日， 南大公夫妇离开 拉热 市政

欧洲列强争 的 点

集中在巴尔 地区。巴尔

地区民族成分复 。俄

国 持塞尔维亚政府建立

大南斯拉夫国家；德国

持奥 国控制巴尔 地

区。1912 年 和 1913 年， 巴

尔 地 区 连 续 发 生 战 争。

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两大

军事集团插手巴尔 地区

的事务。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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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奥匈帝国以 拉热 事件为借口，向塞

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支持奥匈帝国，

俄、英、法等国也很快参战。意大利为了自身的利益，

与协约国达成秘密协定，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战争主要在欧洲战场上进

行。在欧洲战场形成了东线、西线和南线三条战线。后

来，战争逐渐扩大到非洲、亚洲等地。

1916 年，德、法两国军队在法国的凡尔登展开了一

场历时约 10 个月的阵地战。这场战役异常惨烈，交战

双方 失近百万人。由于 亡人数太多，凡尔登战役有

“ 机”“地 ”“屠场”之称。

遭到 轰后的凡尔登

相关史事

尔 是法国的军事要塞，防御工事复 坚 。它

着马斯河上游，像一个 头，深入德军阵地，也是通

巴黎的门户和法军战线的中 。1916年2月，德军进攻

尔 ，用炮弹不断轰击法军阵地，还使用了 气弹。法军

强抵抗，从8月开始反攻，挫败了德军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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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争 进 行 到 1917 年， 交 战 各 国 都 已 精 力

。美国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大大增强了协约

国的力量。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不久，退出第一

次世界大战。

1918 年下半年，协约国不断发动反攻，德军

败局已定。1918 年 11 月，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

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

战争，是西方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

而发动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这场战争历时 4 年多，先后参战的国家共计

30 多个，约 15 亿人卷入战争，超过当时世界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后，美国保持中立，同交战

双方做生意，大发战争财。

1917年，德国进行的无限制

艇战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两国交恶。同年4月，美国

对德宣战。接着，中国、巴

西等中立国也宣布加入协约

国一方。中国虽没有派军队

直接参战，但派出十几万

工到欧洲战场。中国 工在

前线 战 、运弹 ，

，为协约国的胜利作出

了巨大的牺牲。

相关史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形势图

国及后 国 的国家
国及后 国 的国家

立国家 地 191 年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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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活动

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 ， 经是世界经济的中 （ ）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 的结果 （ ）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 ）

国 的 了 国协 的 成 （ ）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 国大 ：“ 要的和 的 想就是

国的 权，以有利 国。”一 国 大 ：“ 决定 国 政 的，

是 权的 。”

 

/ 第一次世界大战 /

知识拓展
坦克的出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取得胜利，参战各国都将最新研制的武器装备投入战

场。1915年，英国福斯特工 制造出一种 特的钢铁战 。英国海军针对其外形，

地称它为“水 ”（ a ），中文发音就是“坦克”。1916年，在索姆河战役中，

英国出动了数十辆新制成的坦克。当

时，坦克还很不完善，时速只有6千

米。尽 如此，这种钢铁“乌 ”

还是令德军大为 恐，为英军的进攻

起到了 大声势的作用。从此，坦克

成为战争中的重要装 辆，被 为

“陆战之 ”。 英军坦克

口数的一半。交战国在战争中使用了很多新式武器装备，如坦克、潜 等，

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据统计，参战各国的 伤人数超过 3 000 万。

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 了欧洲的力量，从根本上动 了欧洲的优势地

位。这场战争还 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力量，进一步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的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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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在俄语中是“多数派”的意思，指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中 持列宁的派别。列宁领导的十月革

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 级 政的国家。你知道

俄国为什么会发生十月革命吗？

第 9 课
列宁与十月革命       

1861 年农 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起

来。但同西欧、北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俄国依然很落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接

连失利，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反对战争和要

求社会变革的 声越来越高。

1917 年 3 月，俄国发生二月革命 ①，推翻了

沙 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① 革命发生在俄历 2 月。

1917 年 3 月，俄国首都 得格勒 30 多万人举行了反

战 工和示威游行。示威游行发展为武装起义，得到士

兵的 持。革命 速扩及全国，各地相继成立苏维埃，

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成为全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正在

前线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资产 级临时政府掌握

了全国政权。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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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1870—1924），原名 拉基米尔·伊里 ·乌里

扬诺夫。1893年，他在 得格勒（当时名为 得 ）参

加了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1895年，他将分散的小组统

一为工人 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年12月，列宁被捕，后被

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4月，流亡在外的列宁回到 得

格勒，受到成千上万工人、士兵的热烈 。

人物扫描

1917 年 11 月 6 日 ① ，列

秘密来到 得格勒的起义总

指挥部—斯莫尔尼 ， 自

领导起义。第二天， 得格勒

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这次革命

因 发 生 在 俄 历 10 月， 被 称 为

“十月革命”。

① 俄历 10 月 24 日。

临时政府没有满足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要求，

反而宣布继续 行沙 政府的“义务”，将第一次世界大

战进行到底，引起人民的更大不满。

1917 年 7 月，临时政府下 前线的俄军大举进攻，结

果俄军惨败。这年 天，饥荒再度袭来，首都居民每人

每天只能分 到大约 110 克面包。俄国经济 于全面

。临时政府还迫害布尔 维克党人，布尔 维克党被

迫转入地下状态。

列 分 了革命形势，指出“武装起义是不

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 ”，布尔 维克党必

须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列 在演讲

得格勒武装起义示意图

的

—

部

进
的 进

图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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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 11 月 7 日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

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 正式开幕。大会

宣告全部地方政权一 转 当地的工兵农代表

苏维埃。苏维埃政权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

来。大会通过了《和平法 》，建议参加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各交战国立即停战或开始和谈，缔

结不 地、不 款的和约。大会宣布成立苏维

埃政府，新政府由布尔 维克党组建，列 任

人民委员会主席。

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废除了 的

国家机器，创建了新的政权机关；废除了 的常

备军，组建了 军；将大工业、 路和银行收

1917年11月6日 到7日清晨，包括革命士兵、 卫队员等

在内的约20万起义者占领了 得格勒的铁路、 行、中 发电

站、电 局等战略要地。7日 ，起义者包围了临时政府所在地

宫，以“阿 乐尔号” 洋舰的炮声为信号，起义者突破防线，

冲进 宫， 捕了临时政府主要领导人，临时政府被推 。

相关史事

攻占

材料研读

一 ，

来了 主

义。 了全世界

的也 了中国的 子，

产 的 为

国家 的 具， 新

自 的 。

— 东《论人民

民主 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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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废除土地私有制，

没收地主、 室和教会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

废除沙 政府和临时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

等条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

结，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杀在 中。经

过3年的艰苦斗争，苏维埃政府粉碎了外国的武

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 乱，巩固了新生政权。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

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推

动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鼓舞了殖民地半殖

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

知识拓展
苏维埃 

“苏维埃”一词是俄语“代表会议”或“会议”的 语音译。十月革命胜利的当

天，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列宁起 的《告工人、

士兵和 民书》，宣布“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从此，苏维埃成为

俄国无产 级 政的政权组织形式。1922 年 12 月 30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条约》，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成立。后来，苏联宪法明确规定，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的最高国家政

权机关。

课后活动

下

时政 政权（ ） 国 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

全国 品 （ ） 维 （ ） 

/ 列宁与十月革命 /

在 3 年 斗争中，为了

战胜敌人，苏维埃政府宣布各

项工作转入战时轨道，实行战

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实行余

收集制、取消自由贸易、由

国家统一分 一切生活必需品

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保证国内

战争的胜利等方面起到了积极

作用。但是，这个政策中的许

多措施，超出了战时需要的限

度，存在着许多 端。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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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

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尔赛条约》和《 国公

约》是世界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的结果，确定了新的国际

秩序。这两个条约是怎样形成的？各有哪些内容？

第 10 课
《 尔赛条约》和《 国公约》   

1919 年 1 月，战胜的协约国在巴

黎近 的凡尔赛 召开会议， 论

对德和约及战后安排，这就是巴黎

和会。参加和会的有 27 个战胜国①

的代表，苏维埃俄国未被 ，德

国等战败国被排 在和会之外。

英国首相 合· 乔治、法国总

理克里 和美国总统威尔 纵

了和会。由于各国都想为自己争取

最大的利益，所以和会从一开始就

陷入了激烈的争 之中。

和 会 一 直 持 续 了 5 个 多 月。 最

后，协约国与德国签订了《协约及

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条

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重划

巴黎和会三巨头

合 中

① 如果加上英国的 4 个自治领加拿大、南非、

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共有

3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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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疆界，阿尔 斯—

洛林 还法国， 尔煤

矿 法国开采；莱茵河

西岸的德国领土由协约

国占领15 年，莱茵河东

岸 50 千米内，德国不得

设防；禁止德国实行义

务兵役制，不许德国拥

有空军，限制德国陆军

的人数；德国承认奥地

利、波兰等国独立；由

协 约 国 设 立 委 员

会，决定德国战争 款

的总数；德国的全部海

外殖民地由英、法、日

等国瓜分。

此后，协约国还分

别与其他战败国签订了

一系列和约，这些和约

与《凡尔赛条约》一起

构成了凡尔赛体系。

巴黎和会还决定建

立 国 际 联 盟， 但 战 败

国和苏维埃俄国被排

在外。美国因为夺取世

界领导权的野心未能实

现，既不批准《凡尔赛

条约》，也不加入国际

联盟。

1918 年 11 月，在柏林工人起义的浪潮中，德皇威

二世退位，流亡荷兰。德国战败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

1919年，在德国小 成立了 共和国。由于德国在

战争中损失惨重，战败又 ，国内经济非常困难， 物

，货币 值速度 人，普通民众的生活十分悲惨。人

们怨 《 尔赛条约》和 共和国，复仇情 。

相关史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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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 时调整了战胜国在

欧洲的关系，但它们在东亚和太平

洋地区仍然矛盾重重。日本实力增

强，几乎独霸中国，英、美对此极

度不安，力图遏制日本的扩张，三

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

为了调整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一地区

的关系，由美国倡议，1921年11月，

美、英、法、日、意、荷、比、 和中国等 9 个国

家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主导会议的是美国。

1922 年，九国代表签署了《九国公约》等条

约。《九国公约》是针对中国问题而签署的条约。

公约宣称 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建

立并维护各国在中国的商务实业机会 等原则。

但是，公约标 重中国主权、独立，只是做表

面文 。列强对中国提出的取消治外法权、关税

自主和收回 界等正义要求，都予以 绝。《九国

公约》实现了美国长期 求的“门户开放”等目

的，使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未能实现。然而中国

仍未摆脱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 的局面。

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它重新调整

和确立了战胜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在

这两个会议的基础上，战后国际秩序得以重建，

这一秩序通常被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19世纪末，德国强行向清政府租 了 州湾 ，把山东 岛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 打劫，以向德国宣战为由，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租

地。战争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会上，中国代表提出收回德

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但是，列强无视中国的正当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

部转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 ，引发了五四运动。中国代表最

后 绝在条约上签字。

相关史事

华 顿会议期间，中

国代表提出，《 尔赛条约》

有关中国山东问题的内容，

损害了中国利益，应予以取

消，并希望会议促使日本放

有关山东问题的无理要

求。出于 日本在华势力

的 ，美、英两国对中国

的要求表示 持。由于中国

人民坚持斗争，也迫于美、

英两国的压力，日本代表不

得不与中国代表签订条约。

中国收回了在山东的大部

分权益。

相关史事

材料研读

1922年美国 的 国会议

了一 ， 中国 到

国主义国家 支 的 。

— 东《论反对日本 国主义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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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活动

  

  中国    日     美国     国

国 经济 家 斯 在 和会 担任 国 的 政 家， 为

协 国的 政 “是一 人 的政 ”“ 种政 ……是一 的

利 在 出的 的 为 一”。 的 结 一、

国 合 治 ：“如果 国 为1919年的和 不 平， 么 会 到

战 国 的 。”

 ：

/《 尔赛条约》和《 国公约》/

知识拓展
国际联盟 

在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建议，得到了和会参

与国的认可。1920 年 1 月，国际联盟正式成立，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国际联

盟盟约》宣称，国际联盟的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国

际联盟的主要机构有会员国全体代表大会、国联行政 和常设秘书处。国联行政

最初由英、法等 5 个常任理事国和 4 个非常任理事国的代表组成；常设秘书处是

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由于美国参议 认为巴黎和会的结果对美国不利， 绝批

准《 尔赛条约》，也 绝让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实际上是英、法 纵下

维护 尔赛体系的工具。联合国成立后，国际联盟于 1946 年宣告解散。

原国际联盟总部所在地—日内瓦万国 ，现为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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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年 ，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逐渐平息。但是，

工 停工， 业产量急剧下降， 严重。面对严重的

危机，政府必须调整政策。苏联是如何建立的？苏联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怎样的？

第 11 课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经历了数年战争的苏维埃俄国，满目 ，

经济异常困难，社会矛盾加剧。列 在调查后认

为，只有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才能恢复和发

展生产。1921 年春，苏维埃政府开始实施新经济

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征收粮食税代

余粮收集制； 许使用雇佣 动力和出 土地，

农民可以自由买 纳税后的剩余产品，实行自由

贸易； 许私人经营中小企业；实行按 取 的

工资制。

新经济政策从苏维埃俄国的国情出发，调动

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迅速缓解了危机，巩固了工

农联盟，促使国民经济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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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年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

称“苏联”。1924 年 1 月，列 逝世。1925 年，斯大林提

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设想。1926 年，苏联开始进行社会

主义工业化建设。

1928—1937 年，苏联先后完成了第一个、第二个五

年计划，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强大的工业国。

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经济远比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经济落后，苏联应该 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工

业化道路， 先发展重工业。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

成6 000多个大企业，建立了 拉机、 、飞机制造以及

相关史事

① 1922 年，苏联成立时仅有 4 个加盟共和国，后

来逐步发展到 16 个，因卡累利阿— 兰共和

国并入其他共和国，最后是 15 个。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示意图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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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如何从一个落

后的 业国 速变成强大

的工业国的？

问题思考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在第 河上修建的水电

1927 年年底至 1928 年年初，苏联发生了严重的粮食

收购危机。斯大林决心用行政手段加快农业集体化进程，

解决粮食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初，苏联开始进行大规模

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苏联开展了消灭富农运动。

同时，政府也从多方面支持集体农 的建设，加快组建

拉机 ，为集体农 提供机 服务， 集体农 执行国

家的生产计划。

苏联的工业化是在高度集中的指 性计划下

完成的。高度集中的指 性计划一方面使苏联能

在短时期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

现工业化；另一方面，这种排 市场和商品经济

的发展模式逐步被固定下来，致使后来苏联的经

济体制日益 化。

化工、电力等部门，修建了几千千米铁路，

兴建了钢铁 基地和 基地。两个五

年计划完成后，据苏联统计，苏联的工业

总产值已 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苏联的工业化速度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斯大林（1879—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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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使苏联的社会

经济生活和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

了从法 上 定这些变化，1936 年，苏联公布了

新宪法。新宪法规定，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新宪法也标志着苏联模式的形成。

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 重经济规

，随着时间推移，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暴 ，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

苏联模式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建立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

实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方面，苏联

模式表现为权力高度集中。各级领导实际上由上级指派，

基本不受群众监 。

相关史事

集体农 员在田间用

斯大林认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

化， 民必须要作出牺牲。 业集体化就

是把 民的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公有

化。在 业集体化的浪潮中，新经济政策

被终止， 民都要加入集体 。 民的

住 、家 、小家 等一 公有化。在

业集体化过程中， 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

害，致使苏联 业生产长期停 。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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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 》与《钢 是 样 成的》

20 世纪，俄国文学进入新的发展 ， 现出许多 世界的作家。高尔基

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这一时期的 出代表。

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 》讲述了一对惨 和压迫的母子投身革命运动

的故事，表现了俄国普通民众的政治觉 ， 造了一批无产 级革命者的英雄形

象。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了 主人公保尔· 察金

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为了实现 高的共产主义理想 斗的精神，影响

了一代革命青年的成长。

课后活动

下

  新经济政 维 国的国 出发，调动了 的    （  ）

  在 的 ， 联 社会主义     （  ）

  为了 ，斯大 快实     （  ）

  1936年， 联 了社会主义制       （  ）

年

/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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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高涨。其

中， 地领导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扎格鲁尔领导

的埃及华夫脱运动和卡德纳斯领导的墨西哥改革，影响

深远， 具特色。那么， 地和扎格鲁尔是如何领导人

民进行斗争的呢？卡德纳斯改革对墨西哥的发展产生了

哪些影响？

第 12 课
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

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从印度征召了100多

万人，运走了数百万 粮食和军用物资，还强迫印度

负担了几亿英 的军费，印度人民深受其苦。1918—

1919年，印度农业 收、疾 流行，1 000多万印度

人 生。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者的矛盾激化。在 地

的领导下，印度走上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反抗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的民族主义者 持英国，同

英国合作， 想以此 取战后印度自治。但1919年3月，殖

民政府 布了法令。法令规定：印度总 可以随时宣布 严；

殖民政府可以不经过正常的法 程序就 捕、搜 和监视任

何一个印度人，并可以不加 就判刑； 察有权解散群众

集会和示威游行；等等。法令使印度民族主义者大失所望。

相关史事



第12课 亚非拉 主 动的 53

1920 年， 地号召印度人民开展非暴力不合

作运动。内容包括：抵制在殖民政府和法院中工

作； 绝在英国学 书；鼓 发展手工 织业，

抵制英国商品； 绝纳税；等等。群众斗争掀起

一波又一波的浪潮，1922 年发生了农民焚烧

局的事件， 地认为这超出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的范围，决定停止运动。

1869年， 地出生于一个印度教家庭。他曾在伦

大学学习法 ，获得 师资格。大学 业后，一次，

他前 南非首府 理 件，公司为他 了头等

的 票。但在 上，一个欧洲白人见到 地

后，立刻 气冲冲地 来 长，声称不愿与有色

人种同坐一节 。 地被要求改坐行 ，

他 绝接受，因此被 下 。他后来回 这件事

时说，这是“我生平从未受过的 。我的积极

非暴力行动就从这天开始”。

人物扫描

地（1869—1948）

1930 年， 地再次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这次运动主要采取不服从形式，所以又被称为

“文明不服从运动”。 地向殖民政府提出了降

低田 、 放政治 、废除食 专 法等要求。

遭到 绝后， 地以反对食 专 法为突破口，

带领数十名 随者步行到海边，自取海水制 。

几个月间，印度城 掀起反对殖民政府的运动，

一些地方发生武装暴动。殖民政府发布镇压 ，

逮捕 地，数万人被判 。后来，印度总 与

地谈判，双方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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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华夫脱”是阿拉 “代表团”的音 。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

地和他的 随者

格鲁尔（1857—1927）

人物扫描

扎格鲁尔曾在巴黎大

学学习，后在埃及任教育

大 、司法大 等职。

1918年，他开始领导

埃及争取独立的运

动。1924 年，扎格

鲁 尔 领 导 的 华 夫

脱 党 在 大 选 中 以

绝对 势获胜，他

也成为埃及独立后

第一任首相 内务

大 。

地发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动员了广大

群众，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增强了印度人民

的民族自 心和自信心。同时， 地为防止爆发

革命，控制了群众的斗争方式，保证了资产阶级

对运动的领导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 为英国的“保

护国”，实际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战争期间，埃

及经济快速发展，资产阶级逐渐壮大。战争结

束后，英国继续维持在埃及的统治，激起埃及

人民的强烈反对。

1918 年， 格鲁尔等人向英国政府提出

埃及完全独立的要求。他们组织代表团准备到

敦同英国政府谈判，这些人后来发展为华夫

脱①党。华夫脱党的政治主张得到埃及人民的广

泛支持。

1919 年，殖民政府逮捕了 格

鲁尔等人，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反英

斗争。埃及各大城市出现和平示威

浪潮，部分地区爆发武装起义。反

英斗争的规模逐渐扩大。迫于压力，

殖民政府 放了 格鲁尔等人，但

英国政府仍未承认埃及独立。经过

埃及人民的反复抗争，1922 年，英

国政府被迫有条件地承认埃及独立。

华夫脱运动为埃及民族民主运动的

进一步发展 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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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年，墨西 发生资产阶级革命。1917 年，墨西

政府颁布了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但这部宪法并

未得到有效实施，墨西 社会、经济发展缓慢。

1934 年，卡德纳斯当选为墨西 总统。为改变墨西

的落后状况，保证宪法的实施，他推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打击 头势力，确立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推

行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分 土地，打破少数人占有大量

土地的局面；将服务业和大 工业收 国有，谋求民族经济

的独立与发展；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等等。

卡德纳斯改革体现了

1917 年宪法的要求，巩固

了墨西 资产阶级革命的

成果，为墨西 社会、经

济的发展 定了基础。

课后活动

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 ， 是 国的      （  ）

  1922年， 国 全        （  ）

  的191 年 了国家的 后      （  ）

  斯 为 社会、经济的发展 定了     （  ）

/ 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 /

卡德纳斯出生在

一个普通家庭，参加过

墨西哥资产 级革命，

1934—1940年任墨西哥

总统，大力推行改革。

任后，卡德纳斯积极

投身和平事业，曾任世

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副

主 等职。

人物扫描

卡德纳斯（1895—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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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墨西 资产阶级革命与 1917 年宪法 

19 世纪 20 年代，墨西哥 脱了西班 的控制，宣布独立。独立后的墨西哥政

局动荡，外国势力乘 而入。1876 年，军人 亚斯发动政变。成为墨西哥总统后，

亚斯实行军事独 统治。在他执政期间，墨西哥国内矛盾越发尖锐，经济发展

极不平衡，大量土地和资源被掌握在大地主、政 、天主教会和外国势力手中。

1910 年，墨西哥资产 级革命爆发，推 了 亚斯的统治。在国内保 势力

和美国的 下，革命 难进行。1917 年，革命结束，新政府 布宪法。宪法规

定：墨西哥的一切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外国人不得随意开采、利用；收回 亚

斯政府出 的租 地；将部分大地产 分成小 土地，分 给 民使用；实行 8 小

时工作制，承认工会，保护女工和 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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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经济大危机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经

济大危机，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应对。美国依

靠罗斯福新政走出困局，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却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

大战。经过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努力，第二

次世界大战最终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而结

束。这次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也深刻

影响了战后世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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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是

资本主义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的基本特点是什么？罗斯福采取了哪些拯救危

机的措施？为什么这些措施被称为“新政”？

第 13 课
罗斯福新政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经济空前繁荣，新兴产

业迅猛发展，收音机、电冰箱、吸尘器等新产品

开始进入大众家庭，汽车也不再是富人才能买得

起的奢侈品。但是，繁荣的表象下隐藏着巨大的

危机。生产力不断提高，企业利润大幅增加，但

工人的工资却增长缓慢，购买力严重不足，导致

生产过剩。同时，大量资金进入股票市场，股票

价格狂涨，资本家兴风作浪，普通民众把有限的

积蓄用来购买股票，于是出现了全国性的股票投

机活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最终导致经济

大危机的爆发。

19 世 纪 末 20 世 纪 初，

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社

会矛盾日趋尖锐。一些美国

作家对这些现象作出了尖

锐的批评，德莱塞就是其中

之 一。1925 年， 德 莱 塞 的

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出

版，揭露了部分美国青年唯

利是图的心理状态，美国社

会追名逐利的不良现象，以

及美国政坛的腐败和黑暗。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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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研读

1928 年，胡佛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宣称：“现在，我们美国人距最终战胜贫困是如

此之近，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这方面都无法与我们相比。”然而，1929 年经济大危

机爆发后，许多家庭失去了住房，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人们将这些棚户区称为

“胡佛村”。

： 年

1929 年 10 月下旬，美国股票价格突然暴跌。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大危

机迅速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929—1933 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

业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贸易额减少了 2/3。其中，美国的工业产量下

降超过 40 ，贸易额减少 70 。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失业人数激增，

美国有 1 500 万～ 1 700 万人失业，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人数更是超过 

3 000 万。穷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艰难度日，常常食不果腹，衣不御寒；资本

家为了维持商品价格，保证利润，不惜销毁大量商品。

大量玉米、小麦、棉花和牛奶，或被当作燃料，

或被倒进河流。

经济大危机时期美国穷人居住的棚户区—“胡佛村”

1922—1939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

单位：亿美元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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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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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24日，美国证券市场股票

价格急剧下跌。交易所里的人们陷入巨大

的恐慌，纷纷抛售手中的股票。股票价格

下跌的速度非常快，甚至连自动报价机都

来不及报出最新价格。一天之内，数万投

资者破产。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四”。

相关史事

1933 年 3 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

总统。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经济大危机，罗斯

福一上任，就宣布实施新政，采用国家干预手

段来扭转经济形势。

罗斯福（1882—1945）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

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来从政。罗斯福

在39岁时，因患有严重的脊髓灰质炎而下肢瘫痪。罗斯

福1932年赢得总统大选，到他去世时连续4次当选为美

国总统。面对经济大危机，他在演说中说：“我向你们

保证，我对自己立下誓言，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

人物扫描

罗斯福发表演说

纽约证券交易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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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研读

大的 要任 ，是 人

有 可 。如果

以 ，就没有 决不了的 。

政 ，可以部 成

一任 ，政 任 就

战 的 一样。

—1933年3月4日

罗斯福就职演说

新政期间，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复苏，

工业生产有所恢复，就业人数逐步增加，

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新政增强了美国政

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恢复了美国人民的

信心，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新政是美国政府在维护资本主义

制度的前提下作出的政策调整，它没有

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无法解决美国社

会的根本矛盾。

  新政期间，美国政府投资建设田纳西水

利工程，这是推行“以工代赈”的典型事例。

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

整顿金融体系 通过《紧急银行法案》，对银行业进行整顿，恢复银行信用

加强对工业的

计划指导

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制定公平竞争法规，协调各个工业部门的企

业活动；规定雇员有组织起来进行谈判的权利，确定最低工资标准，

限制工时；通过《全国劳工关系法》，在一定范围内维护工人合法权益

调整农业政策
通过《农业调整法》，对全国农业生产和销售进行调节，限制产量，稳

定农产品价格

推行“以工代赈”
通过投资兴建大量公共设施，如水库、发电站、公路、桥梁、机场、运

动场、公园等，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社会保障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应急的救济机构，利用过

剩物资救济失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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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福新政 /

课后活动

：   
 

年 ：

知识拓展
华尔街 

华尔街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一条街道。1653 年，荷兰殖民者为了抵御英

国人而在这里修建了一堵土墙（wall），华尔街由此得名。后来这里成为美国主要

金融机构的所在地。今天，设在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有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

交易所和各类投资、金融公司的总部。华尔街已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象征。经济

繁荣时，这里是最快捷的致富之路；而经济危机时，这里则会变成成千上万人的

伤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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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20—30 年代，意大利、德国和日

本纷纷建立起法西斯政权。法西斯政权是怎

样建立的？它们对世界产生了哪些影响？

第 14 课
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意大利经济衰退，

政治混乱，工农运动高涨，中央政府几乎瘫痪。

墨索里尼乘机组织法西斯党。1922 年，法西斯党

徒向罗马进军，法西斯政权在意大利建立起来。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醉心

于领土扩张。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意大利法西斯

政权在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1935 年，意大利发

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第二年宣布正式吞

并埃塞俄比亚。

“法西斯”一词源于古

代罗马。罗马共和国时期的

最高行政长官有 12 个卫士

相随。他们手持束棒，束棒

中间插着一把战斧，象征着

国家的最高权力。束棒用于

施行笞刑，斧子用于执行死

刑。“束棒”在古代罗马人

使用的拉丁语中，读作“法

西斯”。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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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德国。1932 年，德国的工业产量比 1929 年下降

了近 40 ，农业产量下降近 30 ，失业人数超过 600 万。在经济大危机的打

击下，广大中下层民众困苦不堪，对政府的不满加剧。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

党徒乘机大肆活动。他们根据各个阶层民众的不同心理，进行针对性的蛊惑

宣传，还利用民众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煽动复仇情绪，从而赢得了广

泛的支持。1928 年，纳粹党只有 10 万党徒，到 1932 年猛增到 140 万。

1932 年，在国会选举中，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1933 年，希特勒出

任德国总理，开始掌握国家大权。不久，他解散国会，禁止其他政党活

动，建立了法西斯专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策源地形成。

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普通海关职员家庭。1914年，

他加入德国陆军，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退役。1919年， 

他加入德意志工人党，该党后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

人党”，即“纳粹党”。“纳粹”是德文“民族的”和“社会主

义的”两个词缩写的音译。1921年，希特勒成为纳粹党领袖，

1923 年，他发动“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被捕入狱。希特勒

宣扬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

1924年出狱后，希特勒着手强化纳粹党。

人物扫描

希特勒上台以后，纳粹党利用“国会纵火案” ①，打击德国共产党，逮

捕和迫害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接着，纳粹党乘机解散了工会。法西斯

政权为加强思想控制，还焚烧了大量的进步书籍。法西斯政权残酷迫害犹太

人，犹太人的财产被无情地剥夺。在纳粹统治下，几百万犹太人惨遭屠杀，

成千上万的包括犹太科学家在内的优秀人士被迫流亡国外，其中有杰出物理

学家爱因斯坦。

希特勒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积极扩军备战。1935 年，德国公开撕毁《凡

尔赛条约》，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起庞大的军队。1936 年，德国派兵进驻莱

茵非军事区；1938 年，吞并了奥地利；1939 年 3 月，又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

① 1933 年，德国国会大厦发生火灾。纳粹党徒诬陷德国共产党人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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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觊觎中国之心由来已久。1927 年，日本内

阁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

在经济大危机中，日本经济受到重创。工业生产

急剧萎缩，数百万人失业或半失业；农产品价格猛

跌，农民负债累累。在国内外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日

本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

军部是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核心。为了寻找出路，

军部法西斯势力积极推动对外扩张。1931 年，日本关

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战。九一八事变成为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序幕。此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扶植

傀儡政权“满洲国”，并进一步蚕食中国的华北地区。

1936 年，受军部控制的广田弘毅上台组阁，建

立法西斯专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争策源地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扩张示意图
界大 前 国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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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 /

课后活动

下

  1929年 发的经济大 了 国的社会  （  ）

  过政 得了政权   （  ）

  日 的 斯 以 部为  （  ）

  斯国家主要有 国、日 和意大利 （  ）

知识拓展
绥靖政策 

20 世纪 30 年代，英、法面临德、意、日的挑战。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英、法采取了一种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与对手妥协的政策，这一政策被

称为“绥靖政策”。1938 年 9 月，英、法、德、意四国的首脑张伯伦、达拉第、希

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德国的慕尼黑开会，签订《慕尼黑协定》，强行把捷克斯洛伐克

的苏台德等地区割让给德国。《慕尼黑协定》的签订，将绥靖政策推向顶峰。绥靖

政策的推行，使法西斯国家得寸进尺，侵略野心日益膨胀。世界濒临战争的边缘。

成。日本加紧扩充军备，军费开支

占全部财政收入的近一半。日本还

制 定 了《 国 策 基 准 》， 把“ 在 确 保

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

方海洋发展”定为日本的根本国策。

1937 年 7 月 7 日， 日 本 制 造 七 七 事

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军部”一词最初只指独立于政府、拥

有军令大权的国家军事机关，后来逐渐成

为当时日本庞大军事官僚机构的总称。军

部包括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

军令部以及关东军和其他军事机关。军部

不对议会负责，直属于天皇。

在控制了国家政权后，以军部为核心

的日本法西斯势力对进步活动实行残酷镇

压，并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将全部国家

机器纳入战争轨道。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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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法等国的绥靖政

策的纵容下，法西斯国家更

加猖狂，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在所难免。战争是如何爆发

的？ 法西斯国家最终又是怎

样被打败的？

第 15 课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  

1939 年 9 月 1 日凌晨，德军以“闪电战”方式突袭

波兰。波兰的盟国英、法被迫宣战，第二次世界

大战全面爆发。随着战争的推进，出现了欧洲西

线战场、北非战场、欧洲东线战场及太平洋战场

等主要战场。

1940  年  4  月， 德 国 进 攻 北 欧 的 丹 麦、 挪 威。

不久，荷兰、比利时投降。5 月，德军出其不意地

突入法国北部，直逼英吉利海峡。拥有数百万大

军的法国，在 6 个星期内就被打败 (今日乳法)。德

军进攻法国后，意大利趁火打劫，对法国宣战。

接着，德军对英国实施了猛烈的轰炸。英国军民坚

持战斗。

1936年10月，德国和意

大利达成协调外交政策的协

定。11月，墨索里尼说：“从

柏林到罗马的这一条垂直线

不是区分线，而是一个轴心，

所有怀着合作与和平愿望的

欧洲国家都可以围绕这个轴

心运转。”后来常说的“轴

心国”一词，即来源于此。 

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订

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意

大利于1937年加入，法西斯

同盟初步形成。1940年9月， 

三国在柏林签署了《德意日

三国同盟条约》，法西斯同

盟正式建立。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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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6 月，德国集结了 550 多万大军、几千辆坦

克和几千架飞机，在约 1 500 千米的战线上，向苏联发动

突然进攻。仅几个月时间，德军便占领了大片苏联领土。

10 月，德军逼近莫斯科。但是，苏联军民顽强抵抗，赢

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偷袭位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

基地。次日，美、英对日宣战。德、意也对美宣战。日

本还向东南亚等地区发动了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

最大规模。在亚洲，中国牵制着大部分日本陆军，为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战场是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941年12月7日清晨，位于夏威夷群

岛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沉浸在周末安

谧的气氛中，睡梦中的美军没有觉察到战

争正在逼近。此时，由数艘航空母舰组成

的日本攻击舰队已悄然接近珍珠港。7时55

分，日军飞机向珍珠港发动了攻击。日军

在两个小时内出动350余架飞机。炸弹像

暴雨般倾泻到珍珠港。美军仓促应战。日

本以很小的代价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炸沉

炸伤美军舰艇20余艘，炸毁美军飞机260多

架，美军损失惨重。“珍珠港事件”极大地

激发了美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美国对日本宣

战，加入反法西斯国家的行列。

相关史事

遭到轰炸的珍珠港美军机场

法西斯国家的大肆侵略，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怒，

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开始逐渐走向联合。1942 年 1 月，

美、英、苏、中等 26 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

《联合国家宣言》。签字国保证使用自己的全部军事和经济

资源，对德、日、意及其仆从国作战，相互合作，决不单

独同敌人停战议和。以后又有 21 个国家在宣言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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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标

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形成。

各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支

援，协同作战，逐渐扭转了战争的

形势。

1942 年 7 月， 德 国 集 中 兵 力 进

攻苏联战略重镇斯大林格勒。苏联

军民英勇抗敌。次年 2 月，德军投

降。 斯 大 林 格 勒 保 卫 战 是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的 转 折 点， 此 后， 苏 军

连 续 进 攻， 扭 转 了 苏 德 战 场 的 形

势。1943 年 7 月， 墨 索 里 尼 政 府 垮

台，不久，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4 年 6 月，美、英盟军成功登陆

法国诺曼底，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德国陷入东西两个战场的夹击之中。

诺曼底登陆

1942年，为了压制美国海军力量，加强

在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军事地位，日本决定进

攻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重要基地中途岛。美军

事先了解了日军的作战计划，伺机反击。日

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在太平洋

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相关史事

1943—1945 年的欧洲、北非战场示意图19 19 5年的 洲 非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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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塔会议三巨头 

丘吉尔（前排居左）、罗斯福（前排居中）、

斯大林（前排居右）

194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

势发生根本转变。为协调盟军行动，

取 得 战 争 的 最 后 胜 利， 同 年 2 月，

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

尔、斯大林在雅尔塔召开会议。会

议决定彻底消灭德国法西斯主义，

战后德国由美、英、苏等国实行分

区占领；决定战后成立联合国。苏

联承诺在欧洲战事结束后 3 个月内，

参加对日作战。7 月，美、英、苏三

国的首脑在波茨坦召开会议。会议

重申了雅尔塔会议的精神，并以中、

美、英三国的名义发表了敦促日本

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重申

《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

1943 年 11 月，中、美、英 三 国 的 首

脑在开罗会晤，并于 12 月初发表《开罗

宣言》。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的中

国领土，例如东北地区、台湾及其附属岛

、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相关史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亚洲太平洋战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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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春，苏军与英、美军队分别从东西两

面进入德国本土作战。1945 年 5 月 8 日，德国正式

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事结束。在亚洲和太

平洋地区，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对日本侵

略者展开了猛烈反攻。8 月上旬，美国在日本投下

两枚原子弹，苏联也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参加

对日作战。8 月 15 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

降。9 月 2 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

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的日本投降仪式

苏军包围柏林以后，希特勒在柏林集

中兵力，企图做垂死挣扎。苏军则调集了

数倍于德军的军队、飞机和坦克。4月16日

凌晨，苏军万炮齐发，对德军阵地进行了

猛烈的轰炸。接着，在100多个巨型探照灯

的照耀下，数千辆坦克引导苏军战士向德

军阵地发动了进攻。经过10多天的激烈战

斗，苏军逐渐攻入柏林市中心。希特勒见

大势已去，在地下室饮弹自尽。

相关史事

苏军攻克柏林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

规模空前的战争，世界上大部分地

区和人口卷入其中。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法西斯主义

和军国主义通过战争称霸世界的野

心，彻底结束了列强通过争夺殖民

地瓜分世界的历史，促进了世界殖

民 体 系 的 瓦 解， 对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促进共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

雅尔塔会议期间，美

国、苏联就苏联参加对日作

战的问题进行了磋商。苏联

提出了中国承认外蒙古独

立、苏联租用中国旅顺港为

军事基地等条件。美国背着

中国政府同意了苏联的条

件，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

侵犯。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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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活动

下 年

  国 联 （  ）

  日 的美国  （  ）

  联合国家  （  ）

  会议  （  ）

/ 第二次世界大战 /

知识拓展
美国研制原子弹 

原子弹是指利用核裂变链式反应放出的巨大能

量造成杀伤破坏作用的核武器。1939 年，美国总

统罗斯福采纳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建议，决定研制

原子弹。后来，这一决定逐渐发展成代号为“曼哈

顿”的庞大计划，动用了大约60万人。1945年8月

6日和8月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

了原子弹，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投降。

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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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二战后的世界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

化。战后初期，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

国，而社会主义苏联是这一时期唯一能与美国抗

衡的国家。美苏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

战对峙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资本主义

国家相继调整统治政策，逐步实现经济复苏。苏

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也

遇到不少挫折。与此同时，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

放运动空前高涨，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逐渐崩

溃。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重

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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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和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开始推行冷战政策。冷战开始后，

出现了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的斗争。为什么美

国和苏联从战时的盟友转变为战后的敌手？冷战对世界

造成了什么影响？

第 16 课
冷战

冷战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40 多年间，以美、苏为

首的两大集团之间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军事、经济实力

最强大的国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并

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和以美国为中

心的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体系，称霸的欲望十分强烈。美

国认为它的制度和观念是最优越的，

全世界都应该实行和它一样的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西部

边界大大地向西推移。苏联还在东欧国

家建立起与苏联类似的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认为战争是资本主义垄断和竞争的

产物，美国作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

家，自然也是苏联潜在的防御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曾是世

界上唯一的核武器大国。它最多时拥有 

30 多 艘 航 空 母 舰， 在 世 界 各 地 建 立 了 

500 多个军事基地。它还拥有最雄厚的工

业实力和最丰富的黄金储备，美元成为世

界货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持

续高速发展。

相关史事



第16课 战 75

美、苏两国的国家战略的对立和社会制度的

巨大差异，使双方的对抗、冲突不断加剧。

1947 年 3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

说，声称希腊和土耳其受到共产主义威胁。杜鲁

门要求国会拨款援助这两个国家。在演说中，他

把世界分为“自由国家”和“极权政体”两个对

立的营垒，宣称美国将领导和帮助所有选择“自

由制度”、抵抗极权统治的力量。这篇演说提出的

政策被称为“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的出台，

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关系正式破裂，冷战开始。

1947 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欧洲复兴

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企图通过援助西欧恢复经

济，稳定资本主义制度。马歇尔计划是杜鲁门主

义的一次大规模运用，也是美国实施冷战政策的

又一重要步骤。

德国法西斯政权垮台以后，美、苏、英、法四国分区

占领了德国及其首都柏林。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出台，美、

英、法三国与苏联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

1948 年 2 月，美、英、法三国计划将占领区合并，准

备发行货币，筹建政权，引起苏联的抗议。6 月，苏联切

杜鲁门参加过第一次

世界大战。1945年1月，杜

鲁门出任美国副总统。4月， 

罗斯福总统病故，杜鲁门接

任总统。他作出了在日本广

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重

大 决 策。1949 年， 杜 鲁 门

连任总统。 

人物扫描

杜鲁门（1884—1972）
材料研读

罗的 的 到亚得里亚 的的里 斯

，一 大 的 经 来。在

的后 ， 着中 和 国的都 …… 有

一不 在 联的 ，不 以

种 种 联的 ， 到 斯

日 的 制。

—丘吉尔“铁幕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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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西占区与柏林之间的

水陆交通，停止向西柏

林供应煤、电、食品等

生活物资，美、英立即

对苏占区实行反封锁。

“柏林危机”爆发。

当时，苏联没有封

锁空中通道，美、英通

过空运向西柏林供应物

资。美国也没有采取武

力手段解除苏联对水陆

为什么说德国分裂是冷战的产物？

问题思考

“柏林危机”期间的空运

美国把欧洲看作全球战略的重点和遏制苏联

扩张的第一线，而尚未复苏的西欧各国也需要美

国的援助。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磋商，1949 年，

美、英、法等 12 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北

大西洋公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简称

“北约”，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北大西洋

公约》规定：任何一个成员国如果受到武装攻击，

缔约国将作出集体反应；各缔约国决心维护共同

1951 年， 北 约 欧 洲 盟

军最高司令部成立，总司

令 是 美 国 人 艾 森 豪 威 尔。

美国承担了西欧防务的绝

大部分费用，还有数万美

军驻扎在欧洲，这样，北

约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事

实 体。1955 年， 联 邦 德 国

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

相关史事

四国分区占领德国示意图

交通的封锁。双方都留有余地。大

约 11 个月后，美、苏通过秘密谈判

达成协议，双方同时解除封锁。

1949 年 9 月， 在 美、 英、 法 占

领区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又

称“联邦德国”或“西德”。10 月，

在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又称“民主德国”或“东德”。从

此，欧洲冷战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

     

1961—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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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

1955 年，苏联同 7 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缔结

了《 华 沙 条 约 》。“ 华 沙 条 约 组 织 ” 成 立， 简 称

“华约”。《华沙条约》规定：任何一个成员国如果

受到武装攻击，其他缔约国将以一切方式进行援

助。华约实际上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

美苏双方互相敌对，进而发展为两大集团的

全面冷战对峙，两极格局形成。

为了抗衡马歇尔计划，苏联加强了对东欧各国的经济援

助，同时，苏联以保卫盟国安全为名，在东欧驻扎几十万军

队。华约还成立了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总部设在莫斯科，

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均由苏联人担任。

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和美国侵略越南

的战争；20世纪7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20世纪80年代，

美国制订“星球大战计划”。美苏双方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

相关史事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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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 /

课后活动

下 年

  意 联 和国成  （  ）

  意 主 和国成  （  ）

  大 组织成  （  ）

  组织成  （  ）

知识拓展
柏林墙 

德国分裂后，柏林也一分为二，东西方的对峙在这里得到了集中体现。1961年，

民主德国为防止居民外流和西方势力的渗透，在东、西柏林之间的己方领土上修筑了

“反法西斯防卫墙”，又称“柏林墙”。柏林墙由水泥墙、通电铁丝网和 望塔组成，

全长约154千米，高3 ～ 4米，将西柏林包围起来。柏林墙成为冷战的标志性建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冷战结束，民主德国政局发生剧烈动荡。

1989年11月，民主德国宣布开放柏林墙。

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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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西欧和日本很快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并发展起来。战后

资本主义在发展中还出现许多新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

哪些方面？

第 17 课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凭借原有的工业

基础和马歇尔计划的援助，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
术成果，制定恰当的经

济发展政策，促进了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20 世

纪 50 年代初，各国的工

业生产已经基本恢复到

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 

20 世纪 50—70 年代，西

欧经济持续繁荣。

随 着 经 济 的 发 展，

西欧国家之间的联系日

益密切，它们逐渐走上

了联合自强以提高国际

地 位 的 道 路。20 世 纪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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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法国和联邦德国等六国组

建欧洲煤钢共同体。1958年，六国又

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

共同体。1967年，这三个组织合并为

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

欧 共 体 成 员 国 加 强 经 济 合 作，

并努力用一个声音在国际舞台上说

话，这促进了西欧国家经济的发展

和国际地位的提高。1993 年，大部

分西欧国家在欧共体的基础上组成

了欧洲联盟，大大加快了欧洲一体

化的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积极拓展世界市场，应用最新科技成果，革新

生产技术，刺激了经济的繁荣，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美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以全球化和

信息化为特征的“新经济”，美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单独占领了日本。美国在日本推行非军事化和民主

化改革，推动日本政府颁布了“和平宪法”。冷战开始后，美国出于本国的战略

需要，开始积极扶持日本。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获得了大量军需订单。日本政

府利用当时有利的外部环境，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大力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了

经济的迅速发展。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欧共体成立后，联邦德国和法国等成员

国协调了各国的经济政策，合理利用科学技

术，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这些国

家也逐渐消除了战争留下的积怨，实现了和

解，为西欧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欧盟成立

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成员国公民拥有

统一的欧洲护照；2002年，欧盟的大多数成

员国开始使用统一的货币—欧元。2013年，

欧盟成员国已经达到28个。

相关史事
1 欧元硬币

100 欧元纸币

欧盟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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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国际地位也得到提升。20 世

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欲望日益强

烈，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引起亚洲邻国的关注和不安。

  

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实

行养老金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向无依无靠者提供救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纷纷调整政策，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1948 年，英

国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不久，法国和联邦德国等国也

宣布成为“福利国家”。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几次修订

《社会保障法》，扩大受益群体，提高最低工资，资助贫

困学生。

随着福利政策的推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

建立起包括医疗保健服务、养老、住房、失业保险和教

育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主

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发展。

冷战开始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美国开始扶持日本。1951年， 

美国与日本签订了片面的对日和约，

日本被纳入美国世界战略的轨道。日

本为美国在亚洲进行的朝鲜战争和越

南战争提供军需物资，大发战争财。

1955 年，日本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战

前水平。1956 年，日本与苏联恢复正常邦

交，并在这一年加入联合国。此后，一直到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率超过10%。

相关史事

日本新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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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又被称为“福

利国家”制度，大体上包括社会保险和福利补助两大类，

覆盖社会多个方面，使广大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得到保

障。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社会有一个梯子和一张安

全网，梯子用来供人们自己努力改善生活，安全网则用

来防止人们跌入深渊。”

相关史事

/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

课后活动

年

知识拓展
第三次科技革命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人类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生物工程

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标志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这次科学技术革命

被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成

就。1946 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人类开始向信息时代迈进。第三次

科技革命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加速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人类生

产和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

果，资产阶级也认为实行这种制度，可以

缓和阶级矛盾，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

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社会保障制度

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社会保障制度（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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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曾经是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然而，

它在 1991 年却解体了。苏联是怎么解体的？东欧国家又

发生了怎样的剧变呢？

第 18 课
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挫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

等地出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东欧的民主德

国、南斯拉夫、波兰等；亚洲的中国、朝鲜、越

南等；拉丁美洲的古巴。社会主义力量逐渐壮大。

随着冷战局面的形成，苏联要求东欧国家与自

己保持高度一致。1949 年，苏联同

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

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建立了经

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苏

联通过经互会帮助东欧国家克服了

战后经济困难，但也利用经互会将

各成员国的经济纳入苏联计划经济

的轨道。苏共还加强了对东欧各国

共产党的控制，按照苏联模式对这

些国家进行了全方位的内部改造。

1947年，苏联坚持成立了“共产党和

工人党情报局”。苏联代表日丹诺夫提出

世界已经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

主义阵营”。苏联通过情报局控制东欧各

国，要求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政权性质

与苏联统一。苏联还在东欧各国进行了无

情的大清洗，将包括共产党著名领导人在

内的几十万人清除出党，以保证苏联政治

路线和外交政策的执行。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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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苏

联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

关系，这对新中国是很

重 要 的 支 持。1950 年，

中苏缔结了《中苏友好

同盟互助条约》，加强

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新中国掀起了学习苏联

的热潮。

1953 年， 斯 大 林 逝 世。 不 久，

赫鲁晓夫上台执政。赫鲁晓夫在批判

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同时，在经济上进

行了一些改革，如：发动垦荒运动；

发展饲料生产，广种玉米；取消农产

品的义务交售制，改行收购制；改革

工业管理体制；等等。但是，赫鲁晓

夫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苏联模

式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弊端，并且存

在严重偏差。

苏联城市青年出发参加垦荒

毛泽东访问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在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等

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1954年，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

核电站。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苏联第一艘载人宇宙

飞船“东方一号”进入太空，后安全返回地面，为世界载

人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相关史事

赫鲁晓夫（1894—1971）1964 年，勃列日涅夫开始执政。勃列日涅夫

在经济上推行“新政策”，要求加速科技进步、完

善经济管理体制和加强经济刺激。但是，改革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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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

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苏联把科技进步的重心放在军

事方面，国民经济呈现出畸形发展状态。苏联的一些

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常规武器、核武器、

航天技术可以同美国抗衡，但是，苏联的轻工业产品

和新兴产业明显落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成为

苏联经济的痼疾。

1985 年， 戈 尔 巴 乔 夫 担 任 苏 联 领 导 人。 不

久， 他 开 始 实 施 加 速 经 济 改 革 的 方 案， 但 直 到 

1988 年，总体效果仍然不佳。戈尔巴乔夫又转向

政治体制改革，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

制，倡导“公开性”和“政治多元化”，这些措施

使人们的思想发生混乱，无政府状态蔓延，局势

迅速失控。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趋势也随之加剧。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政

治、经济上都出现严重问题。各国虽然进行了一

些改革，但成效不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同时，

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加紧推行

“和平演变”战略。20 世纪 80 年代末，受戈尔巴

乔夫改革的影响，东欧各国开始实行政治多元化，

全盘否定自身的历史。此后，东欧政局剧烈动荡。

在短短的两三年里，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都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在政治上，实行议会民主制和多

党制；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化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1991 年 8 月 19 日，8 名苏共高级官员发动政

变，试图维护原联盟体制，但不到 3 天，即宣告

失败。这次事件后，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

书记职务。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控制了全局，苏

联的分裂进一步加快。1991 年年底，苏联解体。

1990 年， 苏 联 经 济 出

现严重滑坡，消费品全面短

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

降。同时，苏联各民族的积

怨被煽动起来，民族之间从

群殴、械斗，发展到武装冲

突。1990年，立陶宛首先宣

布独立，拉脱维亚等5个加

盟共和国也要求退出苏联。

1991年，苏联就是否保留联

盟举行全民公决，大多数人

主张保留。但是，新联盟条

约却要把苏联变成一个松散

的邦联。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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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挫折 /

课后活动

 （  ）

  斯大 时

   夫时

   日 夫时

   夫时

知识拓展
独立国家联合体

1991 年 12 月 8 日， 白 俄 罗 斯、

俄罗斯和乌克兰 3 个苏联加盟共和

国的领导人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

协议》，决定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12 月 21 日，除立陶宛、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外，苏联其他

11 个 加 盟 共 和 国 在 哈 萨 克 斯 坦 的

阿拉木图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及苏联停止存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

叶利钦。当天 19 时 32 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

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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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逐渐崩

溃，亚非拉的民族独立浪潮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为了捍卫

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亚非拉国家作出了哪些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席卷

全球。殖民帝国纷纷瓦解，越来越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

取得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都面临巩固政权、发展经

济的共同问题。它们反对冷战，不愿卷入大国之间的军

事冲突。

1955 年 4 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来自亚洲、非

洲的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举行了第一次亚非会议，也

就是万隆会议。会议通过了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

原则。会议体现的亚非国家和地区团结合作、友好相处，

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

保卫世界和平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万隆会议提

高了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自信，鼓舞了亚非拉人民争

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从万隆会议开始，发展中国家作为

一支新兴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中国提出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逐渐推行开来。

第 19 课
亚非拉国家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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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隆会议的前两天

的发言中，有些国家的代

表攻击共产主义，把矛头指

向中国。周恩来临时发表了

18 分钟的演讲，提出“求

同存异”的方针，获得与会

代表的一致赞同，保证了会

议的顺利进行，为会议的成

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相关史事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首先在北非展开。1951 年

年底，利比亚宣布独立。1952 年，埃及爆发革命，

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起义，推

翻了英国扶持的封建王朝。次年，埃及共和国成

立。1962 年，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长期的民族解

放战争，推翻了法国的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获

得独立。

20 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 非 洲 民 族 独 立 运 动 进

入高潮，绝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先后获得了独立。

1960 年， 非 洲 有 17 个 国 家 获 得 独

立，这一年因此被称为“非洲年”。

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连接地中海和

红海，是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东西方海运

通道。为了控制这一通道，英国在运河区

驻有大量军队。埃及共和国成立后，埃及

政府坚决要求收回苏伊士运河，最终迫使

英国撤走了占领军。1956年，埃及总统纳

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极大地

维护了埃及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

相关史事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纳赛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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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

继 续 发 展。1990 年 纳 米 比 亚

独 立， 标 志 着 所 有 非 洲 国 家

都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

1959 年推翻了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后来，古巴又挫败

了美国支持的雇佣军入侵，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巴拿马运河位于巴拿马共和国中部，连接大西洋和太

平洋，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巴拿马运河开通后，

美国在运河沿岸划出运河区，运河区一直由美国控制。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巴拿马不断爆发群众性的反美运

动，要求收回运河区主权。1977 年， 

巴拿马与美国签订条约。后来，巴

拿 马 收 回 了 运 河 区 的 海 关、 邮 政、

司法等主权，并参与运河的管理和

营运。1999 年年底，巴拿马收回了

运河区的全部主权。

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虽然崩溃了，

但亚非拉国家的发展道路仍不平坦，为

什么？

问题思考

巴拿马运河

 

古 巴 在 政 治 和 经 济 上 长

期 被 美 国 控 制。 古 巴 人 民 在

卡 斯 特 罗 等 人 的 领 导 下， 经

过 数 年 的 武 装 斗 争， 最 终 在非洲独立进程图（截至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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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非拉国家的新发展 /

课后活动

  （  ）



B 埃及

C 印度尼西亚

D 阿尔及利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非洲地图

曼德拉

（1918—2013）

知识拓展
曼德拉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

南非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很早就

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1961年，南非获

得独立，但其政治、经济仍掌控在少数白

人手中。这些白人多为荷兰、英国殖民者

后裔，歧视黑人，推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

度。黑人不但没有政治自由，而且在占有

土地、居住区域、工作机会、行动、婚

姻、教育等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

1925 年，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更名

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

大”。它主张通过非暴力斗争的方式实现

种族平等。1962 年，非国大的领导人纳

尔逊·曼德拉被捕入狱，但南非人民争

取种族平等的努力仍在继续。曼德拉在

监狱中度过了20多年，1990年，迫于国

内运动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南非政府释

放了曼德拉。1991 年，南非废除了种族

隔离制度。1993 年，曼德拉被授予“诺

贝尔和平奖”。1994 年，南非举行首次

所有种族平等参与的选举。

非洲人国民大会赢得选

举，曼德拉成为南非历

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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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

走向和平发展的世界

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冷战结束后，世

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两极格局被打破，世界

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

主题，但局部动荡频繁发生，世界依然很不安宁。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

持续推进，丰富着人类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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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联合国是如何成立的？它的宗旨是什

么？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贸易组织又发挥着怎样

的作用？

第 20 课
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

联合国总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反法

西斯国家提出了建立战后国际安全

组织的主张。1945 年 10 月，联合国

正式成立。

联合国是人类构建世界和平的

成 果， 也 是 影 响 最 大 的 国 际 组 织。

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纽约。联合国

的主要机构有联合国大会、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秘书处等。联

合国大会简称“联大”，由全体会员

国组成，每年举行一届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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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会”，担负着维护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安理会由中国、法国、俄罗

斯①、英国、美国等 5 个常任理事国和 10 个非常任理事 

国②组成，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联合国秘书处是联合

国的行政秘书事务机构。

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取代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

② 非常任理事国最初为 6 个，1965 年增至 10 个。

材料研读

《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宗旨

第一项是：

“维 国际和平 安全； 为

的： 有 ，以

和平 ，制 为

和平 ； 以和平

义 国际 ，调 决

以 和平 国际 。”

1945年4月，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

国家国际组织会议”，6月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当年10

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有51个。 

截至2015年，联合国已经拥有193个会员国。

相关史事

联合国旗帜

联合国旗帜正中是一个白色的联合国徽记。

徽记是一张以北极为中心的世界地图等距离方位

投影，由橄榄枝组成的花环相托，象征世界和平。

根据安理会或联大的决议，联

合国可以向冲突地区派出军事人员，

以恢复或维持和平。以联合国名义

派出的武装力量，被人们称为“联

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联合国在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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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使许多国家和地区避免了一些可能发生的战争。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局势趋于缓和，和平

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各国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

生产力和科技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

日益紧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迅速增

长，跨国公司的影响日益增大，生产活动的全球化趋势明

显。1995 年 1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世界贸易

组织的宗旨，是以非歧视性、开放、公平等为原则，促进

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保证就业、收入与需求的增长，提

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规

范多边贸易协定、组织贸易谈判、解决贸易争端等。

经济全球化的原因有哪些？

问题思考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总部设于瑞士日内

瓦。世界贸易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部长

级会议。部长级会议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

会议。总理事会和秘书处负责世界贸易组

织的日常会议和工作。2001年，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截至2016年，世界贸易组

织成员达到164个。

相关史事

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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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其成员的关税水平普

遍降低，贸易壁垒进一步减少，促进了全球贸易

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 

10 年里，世界贸易总额增加了 3 倍。世界贸易组

织已经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它与联

合国成为支撑、协调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两大支柱，

推动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逆全球化和

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1999 年， 美 国、 中 国

等国发起成立了二十国集

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

生后，二十国集团开始召开

领导人峰会，在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重建国际金融秩序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关史事

2016 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举行

/ 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 /

课后活动

下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担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  ）

  安理会成员国拥有否决权 （  ）

  根据安理会的决议，联合国可以派出维和部队 （  ）

  世界贸易组织与联合国成为支撑、协调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两大支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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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4 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发现，39 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有

25件。家里的鞋、袜子、玩具、台灯……也都来自中国。如果没有中国产品，生

活会怎么样？萨拉突发奇想，决定在2005年全家不买中国产品。很快，她就遭遇

到种种困难：4岁的儿子要买球鞋，一双中国产的球鞋10美元，但她却不得不买一

双68美元的意大利产品；丈夫要过生日，买不到非中国产的生日蜡烛；商店里的

玩具都是中国制造……一年的尝试结束后，萨拉不得不感叹：不买中国产品的日

子，实在太难了。

 

知识拓展
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冲突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联合国维和部队

的身影。维和部队因为士兵头戴天蓝色钢盔或蓝色贝雷帽，又被称为“蓝盔部

队”。从 1948 年向中东派出军事观察员开始算起，联合国已经进行了数十次维和

行动。1992 年，中国第一次派部队参加海外维和行动。截至 2020 年 9 月，中国军

队先后参加了 25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向刚果（金）、利比亚、黎巴嫩、苏丹

等地派出维和官兵 4 万余人次。

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中的中国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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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世

界格局虽然尚未形成，但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世界格

局出现了什么样的新特点？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

各国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作出了哪些努力？

第 21 课
冷战后的世界格局

美军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形势发展的总趋势走向

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仍然存在

着很多矛盾和冲突。美国为实现称霸世界的野

心，不断加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干预，严

重干扰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两极格局被

打破后，一些国家和地区内部长期以来抑而不发

的深层矛盾爆发，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和宗教纷

争不断，恐怖主义抬头，威胁着世界安全。

1999 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

主权”的幌子，越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南斯拉夫

联盟共和国进行了持续78天的轰炸。1999 年5月

8日，中国驻南大使馆遭到北约导弹袭击，3名

中国记者不幸牺牲。2003 年，美国又以伊拉克

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未经联合国授

权， 拉拢部分国家，发动战争，占领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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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分子劫持 3 架

飞机，两架撞向纽约的标志性建筑世界贸

易中心双塔大楼，一架撞向美国国防部所

在地五角大楼。恐怖分子劫持的第四架飞

机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这一事件导致世

界贸易中心双塔大楼倒塌和五角大楼严重

受损，3 000多人死亡或失踪，经济损失达

数千亿美元。

相关史事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认

为自己“最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企图凭借强大的

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

“单极世界”。但是，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

一些具备较强综合实力的国家联盟或国家也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世界朝着多极化方

向发展。

欧盟成立后，欧洲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地位进一

步提高。欧盟希望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发出自己的声

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日本也在积

极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快

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10年，中国的经

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经过和平发展

不断壮大的中国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俄罗斯地 

“9·11”事件中纽约世界贸易中心

双塔大楼被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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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了以

美国和苏联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形

成了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局面。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些新独立的

民族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独立，摆脱

美国和苏联的控制，实行和平、不

结盟的对外政策，发起了不结盟运 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会场

大物博，在度过苏联解体的社会动荡期

后，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致力于国家复

兴，力求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全世界人

口总数的 3/4，它们的总体实力在不断增

强，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成

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的一支不可

忽视的力量。

2001 年，美国经济学家因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

国的英文名称首字母组合而成

的“BRIC”，发音与英文单词

“砖”（BRICK）类似而提出了

“金砖”的概念。2009 年，“金

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

首次会晤。次年，四国领导人

又在巴西召开领导人会议，商

定加强合作与协调。不久，南

非加入，“金砖四国”改名为

“金砖国家”（BRICS），它们的

经济保持协调增长，在世界舞

台上引人注目。

相关史事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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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1961 年，不结盟运动正式成立。不结盟运动的兴起，

标志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

重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两极格局。

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建立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要求。各国致力

于发展经济，力争增强经济实力，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占

据有利地位。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

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

际公平正义。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地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

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绝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积极发展

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

调和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同时，

中国还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材料研读

2005年7月1日，中俄两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

罗斯联邦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指出：

“和平与发展 是时 主 。世界 和经济全

球 为 人 发展 的 要 ， 发展

在不平 和 的现 。”

围绕建立 21 世纪的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结合当

前形势，想一想：美国、俄

罗斯、中国等国以及欧盟的

态度有什么不同？

问题思考

2001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

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

言》，宣告上海合作组织诞生。上海合作组织进

一步加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维护国

际及地区安全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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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后的世界格局 /

课后活动

 （  ）

两 不 在 新的世界 经 成

新的世界 成 出现了 的发展

2  2014年，中国国家主 平在亚太经合组织 商 人 会 时 出：

“ 要 、 、合 、 的亚太 。 合，是 。

，也是 。 了， 。 过 ，

； 和 不 理 ， 发展 的 ； 利合 ，

发 自 ， 发展； 为 ， 大亚太

发展的 ， 亚太大 。”

：

知识拓展
七十七国集团

1964 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77 个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的代表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要求建立新的、公正的国际经济秩

序。后来，七十七国集团的成员逐渐增加，但这一组织的名称保持不变。多年来，

七十七国集团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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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发明了电子

计算机，构建了计算机网络，人们的生活方式随之改变。同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

面也在不断发展。计算机网络是如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

又发生着什么变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 

第 22 课
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

和普及，数据库和计算机网络建立起来。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互联网①在全球迅速普及，成为现

代社会重要的基础设施，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

入“信息时代”。互联网渗透到政治、经济、文

化、娱乐、人际交往等领域，对现代社会生活产

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现代社

会也因互联网的存在而更

加丰富多彩。

通过互联网，人们可

以快捷地了解信息，时刻

感 受 到 外 部 世 界 的 变 化，

使个人与世界更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电子邮件和即

时通信工具使人们方便地

建立联系，实现沟通，传

统的人际交流方式因此而

改变。互联网为人类获取

知识提供了新途径。网上

音乐、视频和游戏，使现代社会的娱乐和休闲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互联网上，人们可以展

示自我，参与讨论，进行思想和情感的交流。

相关史事

① 互联网也称“因特网”，名称来源于

英文“internet”。

孩子们通过互联网

学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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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国网民规模达

6.18 亿。同期，世界网民规模

为 27.3 亿，中国网民规模占比

达 22.6%，高于人口规模占比

的 18.9%。与部分国家和地区

相比，中国网民规模占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

国的 64.5%，分别是欧盟国家、

美国和日本的 1.6 倍、2.3 倍和 

5.4倍；在“金砖四国”中，中

国网民规模也远超印度、巴西

和俄罗斯，分别为其的 3.2 倍、

5.9 倍和 6.3 倍。中国网民规模

位居世界前列，为互联网经济

提供坚实的发展基础。

相关史事

①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世界银行。

计算机网络将世界各地联结成一个整体，创造了人

类新的生活模式和文化观念。计算机网络不仅极大地拓

展了人类的生活空间，还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了直接

影响，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9 世 纪 末 20 世 纪 初， 西 方 资 本 主

义国家的妇女开始获得选举权。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欧美发达国家妇女的独立意识增强。她

们成立团体，举行各种抗议和示威活动，

反对性别歧视，争取平等权利。不少国

家制定了专门法规，以保障妇女的权利，

妇女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今天，全

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的妇女都有

了选举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中国      欧盟国家      美国        印度          日
本         巴

西        俄罗斯

成员国

100 000

75 000

50 000

25 000

0

38 373 26 649
19 320

11 424
10 425

9 754

2013 年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网民规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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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1980 年、1985 年、

1995 年，联合国先后召开了 4 次世

界妇女大会，肯定妇女在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大会制定世

界妇女事业发展战略；倡导提高妇

女教育和健康水平；消除性别歧视

和妇女贫困；保护和促进妇女人权，

为提高妇女地位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相关史事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妇女获得了更多的

知识和技能。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越来越多的妇女摆脱家庭的束缚，参加社会工作。

在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行业中，都活跃着女性的

身影。女性就业率持续增长，以往男性独占的领

域，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女性。

受历史、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妇女

在许多方面还没有取得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权利。

1979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实现妇女和男性的完全平等，还需

要人类社会不断努力。

女性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程度

有很大提高。她们经常举行活动，

表达女性的意见和立场，一些女性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担当重要的角色。

在世界范围内，女性政治领导人显

著增加。英国、冰岛、印度、韩国、

巴西等国纷纷出现女性领导人。

相关史事

撒切尔夫人①（1925—2013）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① 撒切尔夫人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她在1979—1990年

间连任三届英国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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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范围内工业化的推进，环境恶化成为严重

的问题。人类使用煤炭、石油等矿物燃料，排放了大量的

二氧化碳，加剧了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

为什么说环境恶化也是经济和社会

问题？

问题思考

化、海平面上升。大气中的臭氧层

可以吸收太阳紫外线，保护地球上

的生物，但化学污染破坏了臭氧层，

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污染和浪

费也使有限的淡水资源面临短缺危

机。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土地荒

漠化越来越严重。对森林资源的乱

砍 滥 伐， 导 致 热 带 雨 林 大 片 消 失，

直接影响到全球的生态平衡。这些

环境危机不仅是生态问题，也是现

代社会面临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

人口过快增长，是人类社会面

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1950 年，世

界 人 口 只 有 约 25 亿。1987 年 7 月 

11 日， 世 界 人 口 突 破 50 亿。 后 来，

联合国把每年的 7 月 11 日定为世界人

口日，以提高人们对人口问题的重

视。2011 年，世界人口达到 70 亿。

人口过快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环境

压力，世界粮食问题日益凸显。在教

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

人口过快增长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由于发展程度不同，不同国家

人们的生活质量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卫生和

健康状况难以得到迅速改善。同时，

耕地和水资源的缺乏，加上自然灾

害的影响，经常导致普遍的饥荒。

加速融化的南极冰山

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的缩影— 一家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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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活动

  年
：

 

生态与人口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需要全世界共

同努力，认真应对。

/ 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 /

知识拓展
《寂静的春天》

20 世纪中期，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环境保护主义逐

渐兴起。1962 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发表著作《寂静的春天》。她在书中

证明人类大量使用杀虫剂，对大自然造成了巨大伤害。卡森呼吁大家正视人与自

然的关系，敬畏自然，保护环境。《寂静的春天》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促

使美国建立起环境保护机构，推动了民间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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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是指近期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很多时事的发生都

与历史有关。例如，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2008

年，次贷危机扩展为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

时事之一。人们在分析这次金融危机时，不约而同地想到

了 1929 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这两场危机都首先发生在

美国，进而影响全世界。人们不禁在想，历史会重演吗？

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会像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

那样推动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吗？要研究这些问题，我

们需要追溯历史。从时事追溯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加明白

现实问题，避免重蹈覆辙。学习历史不仅是为了了解过

去，也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现实。让我们开展一次“时事

溯源”活动，体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第 23 课
活动课：时事溯源

根据最近发生的时事，在历史教师的帮助下选择一个或几个适当的课题，了解

时事的历史渊源，探索时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分析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异同。

1.通过时事溯源，了解相关史事的细节，分析相关史事发生的历史环境，提高

分析能力。



 九年级 下册108

1.请同学们选择几件感兴趣的时事，在历史教师的指导下确定课题，组织小组，

选定搜集资料的方法，分工合作。

2.从网络、电视和报刊中寻找与时事相关的线索和评价，追溯时事的历史渊源。

3.在小组内进行充分的讨论，组员相互提问、辩驳，形成提纲。

2.初步掌握从历史的角度看待现实问题的思维方法，初步学会运用批判性思维

解释历史对现实的影响。

3.通过掌握的资料，得出自己的结论，表述自己的观点，锻炼语言表达能力。

4. 在活动过程中，同学们需要相互合作，共同完成课题，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

1.举行时事溯源报告会。每个小组派代表向全班同学介绍本组的成果。

2.听众当场提出问题，该小组的成员记录问题，为答辩作准备。

3.小组成员按顺序进行答辩，并与提问人讨论。

4.剪辑报刊上有关该课题的文章，设计成墙报，供全班同学阅读。

5.请历史教师进行点评，学生可继续向教师提问。

历史教师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设不同奖项，如“最佳参与奖”“最佳报告

奖”“最佳合作奖”“最佳答辩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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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 俄国农奴制改革

1861—1865年 美国内战

1868年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

1883年 戴姆勒研制出汽油内燃机

1903年 莱特兄弟研制的飞机试飞成功

1911—1912年 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7年 俄国十月革命

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 巴黎和会

1920年 甘地发动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1921年 华盛顿会议召开

1922年 苏联成立

1929年 美国股票价格暴跌，随后开始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

1931年 九一八事变

1933年
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

罗斯福实行“新政”

1937年 七七事变，中国开始全民族抗战

1938年 慕尼黑会议

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41年
苏德战争爆发

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1943年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1944年 诺曼底登陆

年
下

附录  世界历史大事年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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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德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联合国正式成立

1947年 杜鲁门主义出台

1949年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2年 埃及爆发革命

1955年
万隆会议召开

华沙条约组织成立

1967年 欧洲共同体成立

1978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世纪80年代后期 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

1989年 东欧剧变开始

1991年 苏联解体

1993年 欧洲联盟成立

1995年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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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玻利瓦尔 Simón Bolívar

圣马丁 José de San Martín

印度民族大起义 Great  National  Uprising of India

彼得一世改革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  

沙皇 Tsar

农奴制  serfdom

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林肯 Abraham Lincoln

美国内战 Civil War, United States

明治维新 Meiji Restoration

英国东印度公司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爱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诺贝尔 Alfred Bernhard Nobel

工业化 industrialization

马尔萨斯   Thomas Malthus

城市化 urbanization

牛顿   Isaac Newton

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物种起源》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巴尔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列夫·托尔斯泰 Lev Tolstoy

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梵高   Vincent van Gogh

三国同盟 Triple Alliance

三国协约 Triple Entente

巴尔干半岛  Balkan Peninsula

萨拉热窝   Sarajevo

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

凡尔登      Verdun

列宁 Vladimir Ilich Lenin

十月革命 October  Revolution

苏维埃 Soviet

布尔什维克          Bolshevik

巴黎和会  Paris Peace Conference

《凡尔赛条约》  Treaty of Versailles

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华盛顿会议 Washington Conference

新经济政策 New Economic Policy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斯大林 Joseph Stalin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Non-Violent and Non-
Cooperation Movements

新政 New Deal

华尔街 Wall Street

希特勒 Adolf Hitler

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绥靖政策  policy of appeasement

第二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I

雅尔塔会议 Yalta Conference

附录  译名对照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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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家宣言》
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 

珍珠港 Pearl Harbor

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冷战  Cold War

杜鲁门主义 Truman Doctrine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华沙条约组织 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福利国家  welfare state

社会保障制度 social security system

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独立国家联合体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万隆会议 Bandung Conference

苏伊士运河 Suez Canal

巴拿马运河 Panama Canal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欧洲联盟 European Union

不结盟运动 Non-Aligned Movement

七十七国集团 Group of 77



后 记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中国历史》（七～八年级）和《义务教育教科书 世

界历史》（九年级）由教育部组织编写，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担任总主编，

金冲及、刘家和担任顾问。叶小兵协助总主编做了大量组织编写工作。

金冲及、刘家和、李文海、张海鹏、钱乘旦、晁福林、徐蓝、郑谦、张宏

毅、郭小凌、刘国新、张帆、赵世超、杨栋梁、张士义、曹全路、王怀兴等审

查专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教科书的修改完善给予了悉心指导和倾

力帮助。我们充分吸收了历史学科专家、课程与教学论专家及广大一线优秀教

师的意见和建议，保证了教学的适切性。在试教试用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北京

市海淀区、江苏省无锡市、湖北省武汉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和昌

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等地教育科学研究院（所）、教研室及一线教师的大力支

持，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为教科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保障。

人民教育出版社承担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在组织编写、试教试用等

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协助。敬人设计工作室承担本书的美术设计工作，吕敬人

等为教科书的整体设计提供了艺术指导。吕旻、李宏庆为本书设计封面，李旻

为本书封面绘制插图。中国地图出版集团教材出版分社为本书精心编绘了历史

地图。Keplers_Dream为本书绘制了波兰球版插图。此外，对教科书的编写、出

版提供过帮助的同仁和社会各界朋友还有很多，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期盼使用本套教科书的广大师生、家长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集思广益，

不断修订，使教科书趋于完善。

联系方式

电  话：010-58758686

电子邮箱：jcfk@pep.com.cn

 编 者 

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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