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点”发散扩成“面” 

通史整合(十二) 工业文明的到来—近代中后期的世界 



三“线”串珠形成“链” 

政治上，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继续

在欧洲大陆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大大推动了人类的民主化

进程 

经济上，两次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工业

文明向纵深方向发展，将人类历史推进到“蒸汽时代”“电气时

代”，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思想文化上，马克思主义诞生，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到科

学。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工业革命

的影响下，文学艺术出现了新的成就 



隐性时空记心田 

 

《共产党宣言》    巴黎公社      法国共和制 

德意志君主立宪制  蒸汽机       《国富论》 

工厂制           “世界工厂”   资本主义世界 

体系确立          浪漫主义文学  现实主义文学 

进化论            相对论、量子理论 



一、近代中后期世界政治层面需重点研透的 3 大考向 

热点考向(一)  一票共和——对法国共和政体的认识 

[是什么—明历史解释] 

(1)特点 

①曲折性：经历了君主专制的复辟、君主立宪制、帝制，直

至最终确立共和政体。 

②铲除专制主义、实现政治民主化，以法治取代人治，以民

主取代专制是法国共和政体确立的基本特征。 



(2)认识 

法国共和政体确立过程具有反复性、曲折性，但总体趋势是

不断向前发展的。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帝制，并不是封建力量与资

本主义力量的斗争，它们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实质是资产阶级

内部实行何种政体的争斗。 

法国小农经济长期大量存在并相对发达，这成为君主制长期

存在的经济基础，也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这是法国代议

制确立曲折性和长期性的根本原因。 



[怎看待—悟史料实证] 

材料一 英法百年战争之后，法国国王通过改革，拥有了强

大的军队和征税权。路易十四执政后，运用高官厚禄笼络贵族，

使得法国贵族逐渐沦为王权的附庸和社会的寄生虫。同时，法国

国王还是教会的首脑。由此，法国王权失去制约，国王、贵族的

大肆挥霍给法国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摘编自丁冬汉《王权专制下的财政危机与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起因的又一种解读》 

[解读] 材料说明法国的专制统治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

根源。专制统治导致了财政危机，财政危机加剧了阶级矛盾，阶

级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材料二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能归因于全国性的贫困、英法

战争的失败、农民生活的艰辛。18 世纪后期，资产阶级经济力

量增长，但其经济地位与身份地位极不对称，这种不平等的关系

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 

——摘编自聂有超、田甜《思考路易十六——兼论法国大革

命的起因》 

[解读] 据材料分析，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产阶级经

济力量的壮大，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 



材料三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法国，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

期，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但是，在社会经济空前活

跃之时，政府的财政管理方式依然是旧式的。 

——摘编自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解读] 据材料分析，路易十六时期的旧制度不适应经济发

展的需要，这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 



材料四 《人权宣言》以启蒙运动中的自然权利学说、三权

分立学说以及人民主权学说为理论来源，否定神权和君权，宣扬

自由平等思想，反映了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它所

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对以后资

产阶级革命和近现代主权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宣言保护私有财产，这实际上默认了权利平等背后的事实上

的不平等。 

——摘编自王雅楠《论〈人权宣言〉的理论渊源与历史意义》 

[解读] 《人权宣言》是一份对贵族特权阶级的宣言，它巩

固了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成果，开始重建法国新的法律体系，对后

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怎分析—据史材史观] 

1．(2019·浙江 4 月选考)有学者指出，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目的，

无非就是要打破王公贵族的政治垄断，要在一种新的思想

基础上重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次革命也因此获得了自

己的正当性乃至神圣性。这种“新的思想”是(  ) 

A．三权分立        B．君主立宪 

C．人民主权  D．君主制 



解析：材料“打破王公贵族的政治垄断”“重建政治统治的合

法性”“获得了自己的正当性乃至神圣性”，都表明这一运动

要求推翻封建王权，建立法制，使人民获得人身自由，即要求

人民主权，故 C 项正确。 

答案：C  



2．法国 1875 年宪法规定：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有与两院一样的

法律创制权，还执掌国防、外交事务，拥有任命文武官员权

力。但合约及商约须经两院通过后才可定案；未经两院同意，

总统不得宣战。可见，当时法国实际上 (  ) 

A．建立了三权分立体制 

B．照搬了美国政治制度 

C．共和制、君主制交替局面结束 

D．解决了各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 



解析：据材料“合约及商约须经两院通过后才可定案”“未经两

院同意，总统不得宣战”等信息可知，当时法国实际上已确立议

会制民主共和制，共和制、君主制交替局面结束，故答案为 C

项；材料虽反映出权力制衡，但并没有真正体现三权分立，A、

B 两项排除；D 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排除。  

答案：C  



3．1875 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在 1879 年

发生了变化，格列维总统明确了政府对议会负责的原则，议

会则由全体男性公民普选产生。这一规定说明 (  ) 

A．法国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 

B．法国成为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 

C．议会开始成为法国权力的中心 

D．法国实现了三权分立政治体制 

解析：根据材料“总统明确了政府对议会负责的原则，议会

则由全体男性公民普选产生”体现了政府对议会负责，议会

开始成为法国权力的中心，故 C 项正确。 

答案：C  



热点考向(二) 后来居上——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在欧洲的

地位及表现 

[是什么—明历史解释] 

1．地位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在欧洲的历史地位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这一时期是德国由弱转盛的转折期。在此期间，由于德国

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其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地位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德国在欧洲历史地位的剧变不仅深刻影响了欧洲历史的进

程，还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