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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制度：分封制与宗法制；

（2）特点：周王是天下共主，地方建立诸侯国(分封制)；依据血缘的亲疏，血缘纽带与

政治关系相结合，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

（3）关系：分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宗法制有利于巩固分封制形成的

统治秩序。

考点 2：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背景：经济上井田制崩溃；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侯崛起；阶级关系上“士”的

活跃；教育上学术下移；

（2）主要学派：道家——无为而治；墨家——兼爱、非攻；法家——以法治国；儒家：

孔子、孟子、荀子；

（3）影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

考点 3：秦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内容：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郡县制度；

（2）特点：皇权至高无上；三公九卿既配合又牵制；形成了一整套地方官僚体系；

（3）作用：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础。

考点 4：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中央制度：汉代中外朝；隋唐三省六部制；宋代“二府三司”；

（2）地方制度：汉初郡国并行制、刺史制度；唐代节度使；宋代文臣做地方官；元朝

行省制；

（3）两个趋向：皇权不断加强，相权逐步衰弱；地方势力被削弱，中央集权进一步加

强。

考点 5：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考查题型】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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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内容】

汉朝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汉武帝肯定新儒学(董仲舒)的思想；起用很多儒家学者

参与国家大政；兴办太学，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以“五经”为教科书。

考点 6：宋明理学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和道教的盛行和传播，儒学面临严峻的挑战；隋唐时

期，儒学家提出了“三教合归儒”的主张；

（2）理学、心学追求的“理”即儒学倡导的忠孝节义、三纲五常观念，实质是维护封

建等级秩序；

（3）宋代儒学更加重视《论语》《孟子》，重视思辨，强调个人的修养和完善。

考点 7：明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举措：明朝废除丞相，设置内阁；清朝设置军机处；

（2）结果：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考点 8：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李贽的“离经叛道”是商品经济发展与程朱理学丧失活力的结果；

（2）明末清初三大进步思想家挑战正统、提倡个性、批判专制、否定君权等主张，成

为近代进步思想的先声，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3）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的主要特点：反传统、反教条；反君主专制；带有一定的民

主色彩；反映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考点 9：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经营模式：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

耕女织，自给自足；

（2）耕作方式：刀耕火种——铁犁牛耕(主要方式)；

（3）土地制度：原始社会土地公有制——井田制(土地国有制)——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

(国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

（4）生产技术：精耕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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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位：立国之本；在封建经济中始终占主导地位，是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础，它的

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兴衰。

考点 10：手工业的发展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

（2）主要行业：冶金、陶瓷、纺织等；

（3）特征：规模巨大，分工细密；技术先进，工艺精湛；素称发达，世界领先；历史

悠久，影响深远。

考点 11：商业的发展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商业的发展

（1）政策：重农抑商、闭关锁国；

（2）发展历程：商朝人善于经商(“商人”一词由此而来)——春秋战国(官府垄断局面

被打破，商品市场和大商人出现)——秦汉隋唐(重农抑商政策；坊市严格分开，对外贸易发

展)——宋元(商业经济繁荣；坊市界限打破；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明清(城镇商业发

展；出现商帮；闭关锁国)；

（3）特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商人社会地位低，商业发展艰难曲折；受

制于农业的发展；政府对商业的控制逐渐减弱。

考点 12：经济政策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时间：“重农抑商”政策从战国商鞅变法开始，贯穿整个封建社会；

（2）目的：维护封建统治基础；

（3）根源：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

考点 13：古代中国的选官用人制度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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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4：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成就：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数学、天文、医学、农学等；

（2）特点：重视经验总结，忽视理论概括；适应农耕经济发展的需要，天文历法、数

学、农学和医学等传统科技长期受到政府的重视，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没

有孕育出近代科学。

考点 15：1840 年至 1900 年间的列强侵略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

【考查内容】

（1）四次战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2）五大条约：《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3）两个阶段：商品输出阶段、资本输出阶段(以 1895 年《马关条约》为界)；

（4）结果：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5）影响：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造成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

的发展；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促使中国由农耕文明时代向工业文明时代过渡。

考点 16：太平天国运动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背景：腐朽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外国资本主义的侵

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自然灾害严重；

（2）失败原因：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是其失败根本原因；战略失误，偏师北伐是其

失败又一主观因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是其失败的重要客观原因；

（3）作用：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

考点 17：洋务运动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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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内容】

（1）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窘境。

（2）主要活动(19 世纪 60～90 年代)

类别 旗号 表现

军事工业 “自强” 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福州船政局(左宗

棠)、天津机器制造局(崇厚)

民用工业 “求富” 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李鸿章)、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张

之洞)

筹划海防 “自强” 初步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

培养人才 “自强” 创办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

（3）结果：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

（4）影响：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

用，对本国封建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瓦解作用。

考点 18：辛亥革命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指导思想：三民主义；

（3）五个第一：兴中会是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是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

党；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

产阶级民主宪法；辛亥革命完成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巨变。

考点 19：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标志着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第二次鸦

片战争以后，列强强迫清政府增开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同时又获得了内河航运和内地通商等

特权，急剧增加了商品输出，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

（2）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背景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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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背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根本原因)；外商在通商口岸创办企

业的刺激；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生产技术的诱导；

②特点：民族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内地很少，绝大部分是轻工业，重工业很

少；

（3）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大因素；

民族独立是实现近代化的必要前提。

考点 20：从“开眼看世界”到维新思想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开眼看世界”，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思

想；

（2）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清政府内部以曾国藩、李鸿章和

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开展了洋务运动；

（3）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逐渐产生了早期维新思想；主张政治上开国会、设议院；

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商战；

（4）19 世纪九十年代，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大

力宣传维新思想，并实行戊戌变法。

考点 21：新文化运动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青年杂志》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

要阵地，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

（2）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

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考点 22：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 年)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五四运动

（1）性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2）特点：彻底性和广泛的群众性；

（3）五四精神：爱国主义、民主和科学、思想解放；

（4）意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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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1924～1927 年；

（2）性质：在革命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联合、社会各阶层广泛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

（3）指导思想：新三民主义；

（4）事件：国共合作、北伐战争；

（5）结果：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奠定了革命发展的基础。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

（1）时间：1927～1937 年；

（2）事件：“工农武装割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

（3）结果：中国共产党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领导集体；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国共关系与解放战争

（1）时间：1945～1949 年；

（2）两种命运：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

（3）两个回合：重庆谈判、政协会议，中共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4）主要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大战役；渡江战役；

（5）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七届二中全会)。

考点 23：抗日战争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时间：1937～1945 年；

（2）两个战场：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3）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反攻；

（4）四个特点：以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既是反法西斯

战争，又是民族解放战争；两个战场并存；中共在后期起中流砥柱作用。

考点 24：新中国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两种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2）两个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两部宪法：《共同纲领》和 1954 年宪法；

（4）三大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

自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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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25：新中国的外交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从本质上看都是国内政策的延伸，它主要受三个因素

的制约：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

（2）“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者各有侧重，“另起炉灶”

解决的是对外战略问题，“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解决的是对外交往中的战术

问题；

（3）“求同存异”就是要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为了共同的利益加强团结

与合作；

（4）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突出说明长期以来美国实行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

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也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考点 26：20 世纪以来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临时约法》体现了三权分立思想，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新三民主义发展了旧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

的政治基础；

（2）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创造性地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

（3）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考点 27：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过渡时期

（1）三项举措：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三大改造；

（2）一个创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政策；

（3）两个特点：优先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力)和改造(变革生产关系)并

举。

曲折发展

（1）一条主线：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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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个“一”：①一个转变：工作重心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阶级斗争

为纲”；②一个错误：“左”倾错误恶性发展；③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3）四个经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遵循客观规律；生产关系变革必须与生产力发展

水平相适应；不照搬外国经验。

考点 28：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五个转变：

（1）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单一公有制发展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

（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国民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

（5）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考点 29：雅典民主政治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形成和发展：梭伦改革引上民主的轨道——克利斯提尼改革确立民主制度——伯

利克里时期发展到顶峰；

（2）基本特点：人民主权和轮流执政；人民主权指主权属于人民，主要表现为公民大

会、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民众法庭)等机构；“轮流执政”指管理形式，主要表现为选

举制、任期制等民主运作方式；

（3）实质：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

考点 30：罗马法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核心内容：维护奴隶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2）两个标志：《十二铜表法》标志着罗马成文法诞生；《查士丁尼民法大权》标志

着罗马体系最终完成；

（3）三个阶段：从习惯法到成文法；从公民法到万民法；从零散到形成完整体系。

考点 31：英国君主立宪制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确立标志：1689 年《权利法案》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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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含义：君主权力受到宪法的制约，议会掌握国家实权；

（3）发展：内阁制度形成、两党制出现、1832 年议会改革。

考点 32：美国共和制的确立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确立标志：1787 年宪法；

（2）理论依据：启蒙思想；

（3）三大原则：联邦制原则；分权制衡原则；民主原则；

（4）三大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5）意义：在一个大国创立了共和制度，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考点 33：法国总统共和制的确立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确立标志：1875 年宪法；

（2）一项制度：共和制度；

（3）两大权力：行政权和立法权；

（4）运作方式：总统、议会。

考点 34：德意志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确立标志：1871 年《德意志帝国宪法》；

（2）内容：宪法确定帝国为联邦制国家，确定了君主立宪政体；

（3）权力中心：皇帝和宰相；

（4）特点：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是一种不彻底的和不完善的代议制。

考点 35：《共产党宣言》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标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

生；

（2）内容：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社会发展的

客观规律，进一步提示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即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

权；

（3）意义：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有了科学理论指导，社会主义更加蓬勃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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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36：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智者学派：①条件：民主政治发展；②代表人物及主张：普罗泰格拉——人是万

物的尺度；③评价：树立了人的尊严和权威，体现了希腊文化的人文主义本质；

（2）苏格拉底：①主张：“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提出“美德即知识”的思

想；②评价：他崇尚知识和自由探索的理性精神对后世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考点 37：文艺复兴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实质：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

（2）核心：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

（3）影响：解放了思想，天主教的权威受到挑战；推动了文学、 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为资本主义发展解除了精神枷锁。

考点 38：启蒙运动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性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2）核心：理性主义；

（3）内容：民主、科学、自由、平等；

（4）代表人物：伏尔泰——提倡天赋人权，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

卢梭——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

（5）作用：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击了欧洲封建专制统治；为法国大革命作了

理论准备；鼓舞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成为人们追求解放的思想武器。

考点 39：新航路的开辟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人们对黄金、香料的强烈渴望；

《马可·波罗行纪》的影响；商业危机；传播宗教；人文精神的鼓舞；

（2）条件：葡、西王室的支持；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地理知识增加；

（3）影响：引发早期欧洲殖民扩张活动；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人类由相对分散孤立的

状态逐渐走向一个整体；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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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40：殖民扩张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主要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

（2）主要方式：海外贸易、海盗式掠夺、欺诈性贸易和贩卖黑奴；

（3）影响：对西欧：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和技术革命的到来；

对落后地区：带来灾难，经济停滞，与西欧的差距逐渐拉大；对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

一步扩大。

考点 41：工业革命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18 世纪中期的英国具备了资本主义经济腾飞的三个基本条件：自由劳动力、资本

积累和市场的开拓、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

（2）工业革命中的发明是生产技术革新的需要；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是科学技术研究取

得突出成就，转化为生产力的结果；

（3）从文明史观角度看，工业革命是人类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转折点。

考点 42：俄国十月革命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一个人物：列宁；

（2）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3）三大文件：《四月提纲》《和平法令》《土地法令》；

（4）四个事件：二月革命、“七月事件”、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

第二次代表大会。

考点 43：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新经济政策(间接过渡)；

（2）内容变化：余粮收集制―→固定粮食税；企业国有化―→允许本国和外国资本家

经营除关乎国计民生外的企业；取消自由贸易―→恢复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实物配给

制―→按劳分配；

（3）结果：使俄国找到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

考点 31：“斯大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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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形成：工业化、农业集体化；

（2）特征：经济上——高度的计划性；政治上——高度的集权化；

（3）评价：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使苏联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为打败德国

法西斯奠定了基础；长远看，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

考点 44：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原因：直接原因：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2）特点：范围广、时间长、破坏性强；

（3）影响：加深了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危机，加剧了世界局势紧张。

考点 45：罗斯福新政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实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2）三项内容：救济、复兴和改革；

（3）四项措施：整顿银行与金融业；复兴工业；调整农业政策；实施救济和举办公共

工程；

（4）意义：美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

考点 4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整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表现：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福利国家出现；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发展；

（2）实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3）评价：资本主义发展在五六十年代出现“黄金时代”，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

危机；七十年代出现“滞胀”局面。

考点 47：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两个原因：直接原因——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破裂，双方争霸、扩张产生矛盾；根

本原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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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个对峙：政治上，“杜鲁门主义”与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经济上，“马

歇尔计划”与“经互会”；军事上，北约与华约；

（3）四个过程：雅尔塔体系——奠定基础；两大阵营出现——初步形成；“杜鲁门主

义”出台——“冷战”正式开始；北约和华约建立——两极格局正式形成；

（4）影响：造成西欧依赖美国、东欧依赖苏联的局面；造成部分国家分裂(德国和朝鲜)；

导致国际局势紧张(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

考点 48：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一大趋势：多极化趋势出现；

（2）两极格局：美苏两极格局受到冲击；

（3）三大力量：西方(西欧、日本)、中国、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与壮大。

考点 49：两极格局的瓦解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标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2）多极化趋势表现：欧洲进一步走向联合，欧盟成立及扩大；日本加快谋求政治大

国地位；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可与美国抗衡；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高；

（3）影响：有利于抑制和削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

新秩序，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考点 50：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基础：二战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

（2）构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签订；

（3）三大支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

（4）作用：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世界经济朝着体系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

考点 51：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国际竞争的加剧；

（2）三大区域集团：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3）1993 年欧洲联盟成立；1999 年 1 月，欧元正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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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美、加、墨三国在 1994 年成立的；

（5）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于 1989 年，地跨亚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四大洲。

考点 52：经济全球化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宗旨：促进各国市场开放，调节贸易纠纷，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其决

策采取“完全协商一致”的方式；

（2）基本规则：多边贸易规则——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

争原则；

（3）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之一，2001 年 12 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考点 53：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考查题型】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

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包括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五个方面。

唯物史观是诸素养得以达成的理论保证；时空观念是诸素养中学科本质的体现；史料实证是

诸素养得以达成的必要途径；历史解释是诸素养中对历史思维与表达能力的要求；家国情怀

是诸素养中价值追求的目标。通过诸素养的培育，达到立德树人的要求。

（1）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基础及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是由表及里、逐渐深化的，要透过历史的纷杂表象认识历史的本质，

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唯物史观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只有运用唯物史观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对历史有全面、客观的认识。

（2）时空观念

时空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的意识和思维方式。

任何历史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发生的，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框架

当中，才可能对史事有准确的理解。

（3）史料实证

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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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程是不可逆的，认识历史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要形成对历史的正确、客观的认

识，必须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去伪存真。

（4）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

所有历史叙述在本质上都是对历史的解释，即便是对基本事实的陈述也包含了陈述者的

主观认识。人们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描述和解释过去，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辨

证、客观地理解历史事物，不仅要将其描述出来，还要揭示其表象背后的深层因果关系。通

过对历史的解释，不断接近历史真实。

（5）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的人文追求，体现了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情感，

以及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价值关怀，要充满人文情怀并关注现实问题，以服务于国家强盛、

民族自强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