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史整合(十四) 现代文明的拓展—二战后的世界 

由“点”发散扩成“面” 



三“线”串珠形成“链” 

政治上，20 世纪 50 年代，两极对峙格局形成；20 世纪六七

十年代，多极化趋势出现；20 世纪 90 年代，两极格局瓦解；当

今世界格局的基本特点是“一超多强”，多极化趋势加强 

经济上，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20 世纪八九

十年代以来，经济区域集团化和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两大发

展趋势 

思想文化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迅猛发展，

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现代主义文学、美术、音乐也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发展 



隐性时空记心田 

 

杜鲁门主义      马歇尔计划       “冷战” 

不结盟运动     “一超多强”       布雷顿森林体系 

欧 盟           亚太经合组织      经济全球化 

“福利国家”“新经济”             赫鲁晓夫改革 

勃列日涅夫改革                    戈尔巴乔夫改革 

现代主义        等待戈多》  



一、二战后的世界政治层面需重点研透的 2 大考向 

热点考向(一)  “冷战”下的世界形势——两极格局对峙的特点 

[是什么—明历史解释] 

阵线分明 
美苏及其盟国互相争夺和对抗，阵线比较分明

和稳定 

主导力量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作为对立双方的“盟主”，

在国际事务中起着主导作用 

斗争方式 

“冷战”是斗争的主要方式，表现为政治上的

对抗、军事上的对峙、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经

济上的割据 



主要矛盾 

体现在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每个阵营内部

也有分歧和矛盾，但最终仍要服从于美苏战略利

益的大局 

对峙地区 

欧洲是美苏双方最重要的争夺地区；亚洲是各自

势力范围的交界地区，特别是处于美国对苏联进

行全球性遏制的包围圈上；美洲则直接触及美国

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 

对峙影响 

美苏两国为了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长期对抗，

造成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损害了世界各国人民的

利益，严重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人为地

把世界分裂成两部分，与整体世界发展的历史趋

势背道而驰 



[怎看待—悟史料实证] 

材料一 鉴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灾难和沉痛教训，鉴

于核武器的出现和迅速发展，美苏两国谁也不愿意再挑起一场新

的世界大战，导致两国同归于尽乃至人类的毁灭，竭力避免发生

直接军事冲突已经成为双方领导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摘编自白建才《再论冷战的后果与影响》 

[解读] 材料说明“冷战”在客观上维持了世界相对和平的

局面。 



材料二 “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

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全面对抗的一种现象，这

种对抗除了直接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之外，还涉及政治、军事、经

济和意识形态等一切领域，是一种埋藏着战争危机的和平状态，

也是一种以和平形态表现的战争。 

——摘编自王帆《关于冷战起源的几种解释》 

[解读] 材料说明两极格局下两大阵营虽没有爆发大规模的

军事冲突，但对抗无处不在，整个世界局势和平与动荡并存。 



材料三 如果不是苏联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出咄咄逼人的

样子，那么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虽然不能说不可能，但至少会

向后推迟一段时间。 

——摘编自栗广《1969～1972 年中美关系缓和进程中的苏

联因素》 

[解读] 由材料可以看出，美苏争霸促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怎分析—据史材史观] 

1．1941 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四大自由”：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及免于恐惧的自由。1947 年，继任的杜

鲁门以“企业的自由”取代了“免于匮乏及免于恐惧的自

由”，并宣称这“三大自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基本内容。

杜鲁门的“三大自由”              (  ) 

A．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B．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回归 

C．具有意识形态色彩       D．表明美国建成福利国家 

解析：“三大自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基本内容，和当时共产

主义的生活方式形成对比，具有意识形态色彩，故 C 项正确。 

答案：C   



2．与杜鲁门主义相比，马歇尔计划“删掉”了“关于共产主义

的明确提法”，强调“计划”的目标是“战胜饥饿、贫困和

混乱”。这表明“马歇尔计划” (  ) 

A．与杜鲁门主义手段相同 

B．是更隐蔽的杜鲁门主义 

C．彻底颠覆了杜鲁门主义 

D．与杜鲁门主义的目的不一致 



解析：杜鲁门主义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

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马歇尔计划是经济手段，故 A 项错

误；马歇尔计划是杜鲁门主义的一次运用，实质都是遏制苏联，

稳定资本主义秩序，确立美国的霸主地位，根据材料中“马歇尔

计划‘删掉’了‘关于共产主义的明确提法’”，由此可知马歇

尔计划是更隐蔽的杜鲁门主义，故 B 项正确，C、D 两项错误。 

答案：B  



3．“冷战”期间不少历史学家批评北约和华约推动了高昂的军

备竞赛，并使地区冲突有转变成超级大国对抗的危险。而

“冷战”结束时，赞扬北约和华约具有避免冲突升级的能力

成为学术时尚。这反映了 (  ) 

A．美苏势均力敌避免了大战的爆发 

B．学术界力图对“冷战”作出辩证评价 

C．历史研究不可能得出一致结论 

D．意识形态决定学术研究的水平 



解析：美苏势均力敌避免了大战的爆发是“冷战”结束时，学术

界对“冷战”的评价，不是对材料内容的整体反映，故 A 项错

误；“冷战”时期，对军事同盟多是批评、指责，“冷战”结束

后，对军事同盟大加赞扬，表明学术界力图对“冷战”作出辩证

评价，故 B 项正确；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认识，

表明历史认识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并不是历史研究不可能得出

一致结论，故 C 项错误；意识形态在材料中并未涉及，且“决

定”表述过于绝对，排除 D 项。 

答案：B   



热点考向(二) 多极化的趋势——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

及其规律 

[是什么—明历史解释] 

1．演变 

从战后雅尔塔体系
确立到20世纪50年
代中期 

由美苏合作转向两大阵营对峙，世界形势
由缓和转向“冷战”；两大军事集团全面
对抗，两极格局形成 

从20世纪50年代中
期至60年代末期 

两大阵营分化；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被美
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所代替；第三世界
崛起并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从20世纪70年代初
到80年代中期 

世界政治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资本主义世界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局
面开始形成，美苏争霸激烈 

从20世纪80年代中
期至90年代初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雅尔塔体系和两极
格局终结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 



2．规律 

(1)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和中心舞台转移的根源在于生产力

发展的变化。 

(2)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格局中主角力量的消长

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国家力量是决定世界政治格局的一个基本

因素，而充当世界政治格局主角的国家力量的平衡是相对的。 

(3)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直接动因是主角对自己国家利益的

考虑以及对外政策的调整，在最大限度上保障本国或国家集团的

安全利益。 

(4)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都与主要国家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

和改变相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