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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阶段概览 
 



第3页

时空坐标 阶段特征 

 

18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初，人类历史渐次

进入“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推动资

本主义民主政体在世界范围内初步确立，资

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社会主义运动的

兴起，丰富发展了人类的现代文明内涵 

1832 年英国议会

改革；马克思主义

诞生 

法兰西第三

共 和 国 宪

法；德国君

主立宪制确

立；巴黎公

社 

政治 

一方面，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发起或

影响下的自由主义革命和改革运动风

起云涌，资本主义代议制度不断发展

和完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由理论

到实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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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

革命；资本

主义世界市

场基本形成 

第二次工业革

命；资本主义

世界市场最终

形成 

经

济 

19 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大机器生产

取代工场手工业生产，资本主义世界

市场基本形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

垄断组织成为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三

大思潮 

物理学、生物

学 的 重 大 进

展；19 世纪以

来 的 世 界 科

技；19 世纪文

学艺术 

文

化

科

技 

三大思潮相互交织，推动 19 世纪资产

阶级革命与改革运动、民族主义与民

族国家发展、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等三

大运动的高涨；两次工业革命推动 19

世纪物理、生物等科学领域产生许多

重大科学发现，涌现出众多的科技发

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剧烈变革推

动了 19 世纪文学艺术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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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知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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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代议制的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兴起 

1．英美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完善 

(1)英国：1832 年议会改革壮大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

为工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 

(2)美国： 

①美国内战最终以北方胜利告终，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

奴隶制，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铺平了道路。 

②美国形成了两党制，两党对垒，交替执政，成为美国共和

政体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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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国共和制的确立 

(1)背景： 

①法国大革命后，君主派与共和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②普法战争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

和国。 

(2)确立：1875 年法国议会以一票优势通过了法兰西第三共

和国宪法，以法律形式正式确立了共和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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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容： 

①立法权属于议会，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②行政权由总统掌握，总统由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选举产生，

可连选连任。 

(4)影响：共和制的确立，标志着法国人民反封建斗争任务的

完成，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德意志帝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1)背景：分裂状况阻碍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鲁士通过

三次王朝战争统一德国。 

(2)确立：1871 年德国制定《德意志帝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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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容： 

①皇帝掌握国家大权，是国家元首和军队统帅。 

②宰相主持内阁工作，由皇帝任命并对皇帝负责。 

③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是立法机构，帝国议会由选举产生，

但其对政府缺乏监督作用。 

(4)特点：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色彩。 

(5)影响：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和联邦制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的

迅速发展，使德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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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 

(1)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条

件 

①经济条件：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病日益暴露 

②思想来源：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德

国的古典哲学 

③阶级基础：欧洲的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

量登上历史舞台 

标

志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意

义 

无产阶级的斗争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促进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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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黎公社运动： 

背

景 

普法战争失败，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屈膝投降，人民强烈

不满 

经

过 

①1871 年 3 月，巴黎人民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 

②1871 年 3 月 28 日，巴黎公社建立 

③1871 年 5 月，巴黎公社运动失败 

意

义 

①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②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经

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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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点练 … 

1．(2019·江苏)马克思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

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

界。”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  ) 

A．新旧理论的杂糅相济   B．在否定传统中预知未来 

C．在批判中继承和创新   D．新旧世界的渐进式结合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