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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题决策：高中历史》是根据课程标准。
以人教版教材为蓝本。
整合各版书教材内容。
将全书分为必修和选修两部分。
其中必修‘部分又分为“政治文明历程”、“经济成长历程”和“文化发展历程”三个部分。
。
对高中阶段所应掌握的历史知识进行了系统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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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必修1第1课 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一 等级森严的分封制二 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三 中国古代早期
政治制度的特点第2课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一 从诸侯争霸到秦朝统一二 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中央官
制三 郡县制的全面推行四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第3课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一 中央集权的发展二
君主专制的演进三 选官、用官制度的变化第4课 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一 宰相制度的废除二 内阁的出现
三 军机处的设立四 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的加强第5课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一 希腊文明的摇篮二 雅典民主
政治的确立三 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四 雅典民主制的特征第6课 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一 从习惯法到成
文法二 罗马法的发展与完善三 维系统治影响后世四 比较古希腊、古罗马和古代中国政治改革和法律
制度方面的特点第7课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一 光荣革命二 议会权力的确立三 责任内阁制的形成四 
东西方政治的特点及原因第8课 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一 独立之初的严峻形势二 1787年宪法的颁布三 两
党制的形成和发展四 美国总统制和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异同第9课 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扩
展一 艰难的法兰西共和之路二 法国共和政体的确立——1875年宪法颁布三 德意志帝国的君主立宪制
四 德意志帝国君主立宪制与法国共和制度五 英国君主立宪制与德国君主立宪制的异同第10课 鸦片战
争一 虎门销烟二 鸦片战争三 战火再燃第11课 太平天国运动一 从金田起义建国到定都天京二 《天朝田
亩制度》的颁布三 天国悲剧四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比较第12课 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
联军侵华一 甲午中日战争二 八国联军侵华三 《辛丑条约》的签订四 《马关条约》和《南京条约》的
异同五 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的异同第13课 辛亥革命一 武昌起义二 中华民国成立三 中国民主进
程的丰碑四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一场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14课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一
五四风雷二 中国共产党诞生三 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四 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异同第15
课 国共的十年对峙一 南昌起义二 土地革命三 红军长征第16课 抗日战争一 全民族的抗战二 日军的滔天
罪行三 抗战的胜利第17课 解放战争一 内战的爆发二 战略反攻和三大战役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
利四 重庆谈判和北平谈判的比较第18课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一 空想社会主义与工人的觉醒二 《共产党
宣言》的问世三 巴黎公社第19课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一 革命前的沙皇俄国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三 
伟大开端四 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比较第20课 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一 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二 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四 《共同纲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比较
五 人民代表大会制与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异同第21课 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一 “文化大革命”对民
主法制的践踏二 法律制度走向健全三 民主制度的重建与完善第22课 祖国统一大业一 “一国两制”构
想的提出二 香港、澳门的回归三 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第23课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一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方针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三 步入世界外交舞台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和中华民国的
对外政策第24课 开创外交新局面一 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二 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三 新时期的外
交建树四 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及成就第25课 两极世界的形成一 从盟友到对手二 美苏“冷战翟三 “冷
战”阴影下的国际关系四 美苏两极世界的形成、影响、特点及演变第26课 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一 
走向联合的欧洲二 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三 不结盟运动的兴起第27课 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一 东欧剧
变和苏联解体二 和平与动荡并存三 多极化趋势的加强四 两极格局瓦解的因素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世界格局的演变过程第1课 发达的古代农业”一 早期农业生产的出现二 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三 男耕女
织的小农经济四 封建社会统治者重视维护小农经济的原因和措施第2课 古代手工业的进步一 素称发达
的官营手工业二 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三 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第3课 古代商业的发展一 重农抑商
下的古代商业二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原因和特点三 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四 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第4课 古代的经济政策一 土地制度的演变二 “重农抑商”三 “海禁”与“闭关锁国”第5课 开辟新航
路一 东方的诱惑二 新航路的开辟三 走向会合的世界四 郑和下西洋和新航路的开辟的比较第6课 殖民
扩张与世界市场的拓展一 “海上马车夫”二 “日不落帝国”三 英国、荷兰早期殖民扩张的异同四 世
界市场的拓展五 资本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区别第7课 第一次工业革命一 从珍妮机到蒸汽机二 工业革
命的影响三 世界市场的基本形成第8课 第二次工业革命一 人类迈人“电气时代”二 垄断组织的出现三
两次工业革命的异同四 世界市场的发展第9课 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一 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二 洋务
运动三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四 资本主义萌芽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第10课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
曲折发展一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二 短暂的春天三 曲折的发展四 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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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五 影响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第11课 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一 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二 
探索与失误三 国民经济的劫难四 从1956年到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中进行的成功探索、失误及教训、
第12课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一 伟大的历史转折二 经济体制改革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四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第13课 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一 经济特区的创办二 沿海开放区
的开辟三 浦东的开发和开放第14课 物质生活与习俗的变迁一 动荡中变化的近代社会生活二 新中国社
会生活新风尚第15课 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的进步一 铁路与公路二 水运和航空三 通信工具的变迁第16
课 大众传媒的变迁一 报刊业走向繁荣二 影视事业的发展三 因特网的兴起四 我国近现代大众传媒的发
展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第17课 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一 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
济危机二 “自由放任”政策的失败三 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全世的原因第18课 罗斯福新政
一 罗斯福新政实施的背景、目的及内容二 罗斯福新政的特点和作用三 罗斯福新政的“新”的含义四 
罗斯福新政实施的必然性、实质和评价第19课 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一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二 
建立“福利国家”三 第三产业的兴起和“新经济”的出现第20课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斯大林模式
”一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二 新经济政策三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的比较四 新经济政
策与罗斯福新政的比较五 斯大林模式第2l课 二战后苏联的经济改革一 赫鲁晓夫改革二 勃列日涅夫改
革三 戈尔巴乔夫改革四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异同点五 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历
程及启示第22课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一 布雷顿森林会议二 世界货币体系的建立三 战后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四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协定的异同点及三大经济组织在
世界济发展中的作用第23课 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一 欧洲联盟二 北美自由贸易区三 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四 经济区域集团化第24课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一 经济向全球化发展二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三 中
国加人世贸组织四 经济全球化及其与区域集团化的关系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第1
课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 “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二 孔子和早期儒学三 孔子、孟子和苟
子思想观点的比较第2课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一 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三 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第3课 
宋明理学一 三教合二 程朱理学三 陆王心学四 比较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心学的异同第4课 明清之际活跃
的儒家思想一 李贽的“离经叛道二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三 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四 王夫之的唯物
思想五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思想家⋯⋯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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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答案】（1）俾斯麦在德意志统一.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而德意志统一的过程实质上是结束封建割据，为德意志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过程，它是特定历
史条件下的一种资产阶级革命。
（2）推行“铁m政策”，发动王朝战争。
原因：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无产阶级的不成熟，德意志内外还存在反对统一的分裂势力。
（3）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只要客观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顺应历史潮流，就应当肯定。
　　9.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1849年制定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德意志帝国组成统一的海
关和商业区，全德实行统一的货币，皇帝拥有对货币发行的最高监督权。
　　——高等教育出版社《西方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1871年制定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国
家元首是帝国皇帝，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
皇帝可以创制、批准和否定法律，召开和解散帝国议会，对外代表国家，有权宣战、媾和与结盟，统
帅帝国海陆军，任命帝国军官。
　　——山东人民出版社《西方政治制度史》　　材料三1919年7月制定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
（即“魏玛宪法”）规定，总统任期7年，可以连选连任。
总统对联邦军队有最高指挥权，有权使用军队维持联邦的安定与秩序。
如联邦中的一邦违反宪法和法律，总统有权使用军队以强制其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如发生骚乱危及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总统不仅有权使用军队来恢复秩序，而且有权暂停宪法赋予人
民的基本权利。
　　——高等教育出版社《西方政治制度》　　材料四1949年5月制定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相当于宪法）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权利，强调“人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尊重和保护这种尊严是国家
的义务。
”基本法对侵略战争作出了特别规定，强调凡是扰乱别国人民和平生活的行为和意图都是违反宪法的
。
　　——山东人民出版社《西方政治制度史》　　材料五1994年联邦德国的《基本法》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的基本法“适用于整个德国人民。
”　　——高等教育出版社《西方政治制度史》　　请回答：　　（1）材料一摘引的宪法内容为我
们了解·19世纪中期德意志的社会经济情况提供了哪些重要信息？
　　（2）材料二介绍的《德意志帝国宪法》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制定的？
该宪法规定德意志实行什么政体？
为什么该宪法规定德意志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解题决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