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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帮助广大学生更有效、更系统地复习历史，我们组织浙江省一批知名教师和有丰富教学经验
的一线骨干教师一起讨论编写了《2010年浙江高考历史零距离突破》系列丛书。
本系列丛书完全有别于其他外来的高考复习资料，根据本地（浙江省）考纲，充分研究本地（浙江省
）的复习规律和教学需求而编撰，更适合同学们使用。
　　本系列丛书是为参加2010年浙江高考的考生而设计的。
高考复习第一轮要以知识点覆盖热点，第二轮复习则以热点来带动知识点，因此强调高考复习用书要
夯实基础，对知识点要全面覆盖，但要突出考点、重点和难点，并配以例题以及跟踪训练，体现实用
性。
作为第一轮复习用书，根据浙江省最新考试说明，全面梳理高中历史知识，注重基础，强化训练，围
绕考纲复习。
丛书定位主要覆盖中等及其偏下的学生，同时兼顾中等偏上的学生。
其中包括《基础知识梳理篇》及其配套的《基础知识同步训练及阶段综合测试卷集》。
总体而言，丛书具有以下几方面特色：　　一、内容全面，主干首选　　丛书不但在内容上囊括
了2010年高考历史学科所要求的所有知识点，而且还在形式上囊括了近几年高考命题中的传统题型和
近年的创新题型，同时含有部分地区2009年最新模拟试题，使学生在巩固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质
疑能力，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思维的缜密性、发散性、求异
性，渗透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也是新的高考方案追求的一个方向。
　　二、体系结构设计新颖　　《基础知识梳理篇》完全按照浙江省高考历史复习的实际节奏，课时
安排和教学的实际状况及需求而编写。
突出重点，以课时为教学单位，课内与课外兼顾。
每个专题安排整体感知、知识网络，每课时内安排梳理整合、拓展探究、高考链接、自我检测；设有
与课内同步的巩固训练。
书中所有的题型（材料）都经过精心挑选设计，让老师学生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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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帮助考生更有效、更系统地复习历史，我们组织浙江省一批知名教师和有新教材教学经验的
一线骨干教师一起讨论编写了《20l0年浙江高考历史零距离突破》，系列丛书。
本系列丛书是为参加2010年浙江高考的考生而设计的，定位主要覆盖中等及其偏下的学生，同时兼顾
中等偏上的学生。
本系列丛书体系结构设计新颖，内容全面，实用性强，试题梯度、难易度把握准确精巧，是考生首选
的高考复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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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必修专题一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第1讲 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1课时)第2讲 走向“大一统”的秦汉
政治(1课时)第3讲 君主专制政体的演进与强化(1课时)第4讲 专制时代晚期的政治形态(1课时)专题二 近
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第5讲 列强人侵与民族危机(1课时)第6讲 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1课
时)第7讲 伟大的抗日战争(2课时)专题三 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第8讲 太平天国运动(1课时)第9讲 辛亥革
命(1课时)第10讲 新民主主义革命(2课时)专题四 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第11讲 新中国初期的政
治建设(1课时)第12讲 政治建设的曲折历程及其历史性转折(1课时)第13讲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及
其实践(1课时)专题五 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第14讲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1课时)第15讲 外交关系的突破新
时期的外交政策与成就(1课时)专题六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文明第16讲 民主政治的摇篮——古代希
腊(1课时)第17讲 卓尔不群的雅典(1课时)第18讲 罗马人的法律(1课时)专题七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确立
与发展第19讲 代议制的确立和完善(1课时)第20讲 美国1787年宪法(1课时)第21讲 民主政治的扩展(1课
时)专题八 解放人类的阳光大道第22讲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课时)第23讲 国际工人运动的艰辛历程(1课
时)第24讲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课时)专题九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第25讲 美苏争锋(1课
时)第26讲 新兴力量的崛起(1课时)I第27讲 走向多极化(1课时)必修二专题一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
与特点第28讲 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1课时)第29讲 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1课时)第30讲 古代中国的商
业经济(1课时)第31讲 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1课时)专题二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第32讲 近代中
国民族工业的兴起(1课时)第33讲 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专题三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第34讲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1课时)第35讲 伟大的历史性转
折(1课时)第36讲 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1课时)专题四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第37讲 中
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2课时)专题五 走向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第38讲 开辟文明交往的航线(1课时)
第39讲 血与火的征服与掠夺(1课时)第40讲“蒸汽”的力量(1课时)第41讲 走向整体的世界(1课时)专题
六 罗斯福新政与当代资本主义第42讲 “自由放任”的美国 罗斯福新政(1课时)第43讲 当代资本主义的
新变化(1课时)专题七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第44讲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探索(1课时)
第45讲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课时)第46讲 苏联社会主义改革与挫折(1课时)专题八 当今世
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第47讲 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1课时)第48讲 当今世界的经济区域
集团化的发展(1课时)第49讲 经济全球化的世界(1课时)必修三专题一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第50讲 百家争鸣(1课时)第51讲 儒家的兴起宋明理学(1课时)第52讲 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1课时)专
题二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第53讲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1课时)第54讲 中国的古代艺术(1课
时)第55讲 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1课时)专题三 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第56讲 “顺乎世界之潮流
”(1课时)第57讲 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课时)专题四 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
果第58讲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课时)第59讲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课时)第60讲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1课时)专题五 现代中国的文化与科技第61讲 现代中国的文化与科技(2课时)专题六 西方人文
精神的起源与发展第62讲 “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性的复苏(1课时)第63讲 理性与自由的启蒙 主权在民
的政治启蒙(1课时)专题七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辉煌第64讲 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和革命者(1课时)第65
讲 追寻生命的起源人类文明的引擎(1课时)第66讲 向“距离”挑战(1课时)专题八 19世纪以来的文学艺
术第67讲 19世纪以来的文学艺术(2课时)选修四专题一 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第68讲 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皇
帝秦始皇(1课时)第69讲 大唐盛世的奠基人唐太宗(1课时)第70讲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康熙帝(1课
时)专题二 东西方的先哲第71讲 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1课时)第72讲 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
德(1课时)专题三 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杰出人物第73讲 美国国父华盛顿(1课时)第74讲 一代雄狮拿
破仑(1课时)专题四 亚洲觉醒的先驱第75讲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课时)第76讲 圣雄甘地(1课
时)专题五 无产阶级革命家第77讲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1课时)第78
讲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1课时)第79讲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1课时)第80讲 中国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课时)专题六 杰出的科学家第81讲 中国地质力学的奠基人李四光(1
课时)第82讲 近代科学之父牛顿20世纪的科学伟人爱因斯坦(2课时)选修三专题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83
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课时)第84讲 旷日持久的战争(1课时)第85讲 同盟国集团的瓦解(1课时)第86
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1课时)专题二 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下的世界第87讲 巴黎和会(1课时)第88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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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体系与国际联盟(1课时)第89讲 华盛顿会议(1课时)专题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90讲 1929—1933年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课时)第91讲 局部的反法西斯斗争走向世界大战(1课时)第92讲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全面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扩大(1课时)第93讲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1课时)第94讲 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影响(2课时)专题五 烽火连绵的局部战争第95讲 朝鲜战争(1课时)第96
讲 中东问题的由来与发展(1课时)第97讲曲折的中东和平进程(1课时)第98讲 海湾战争(1课时)专题六 和
平与发展第99讲 联合国的建立及其作用(1课时)第100讲 世界人民的反战和平运动和平与发展：当今世
界的主题(1课时)解题思路与方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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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使得整个国家都处于皇帝的一元化领导之下，皇帝具有绝对权威和至高无上
的权力。
　　3.秦、唐、明、清四朝所设立的中央行政机构　　秦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
　　汉初因袭秦代的官制，虽然有些三公九卿的名称略有不同，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改变。
　　唐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六部为吏、户、礼、兵、
刑、工。
　　明太祖废丞相，天子直领六部，而成祖以后，置内阁大学士辅政，于是内阁制度产生。
　　满清人关后，初期也沿用明制，设置内阁；其后雍正用兵西北，特设军机处参赞军务，逐渐发展
而成定制，而内阁已名存实亡。
　　二、明朝的内阁制与西方近代的内阁制　　明朝的内阁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无决策权。
它加强君主的绝对权力，保证君主对全国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可能对皇权起到制约作用。
　　西方近代的内阁是权力民主的象征，总揽国家的行政权力，并代表国家对议会负责。
是政治民主监督机制，有助于防止专制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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