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历史纲要（下） 学案

第五单元 工业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课标要求】

1.19 改变世界面貌的工业革命

通过了解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以及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

深刻变化，理解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远影

响。

1.20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简述《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通过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世界意义。

【单元主题】改变世界面貌的工业革命、马克思主义诞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

第 10 课 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

【学习任务】

【任务 1】据教材 P59 和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什么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为什么

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或者美国？

工业革命：18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初，由一系列技术变革引起的从手工劳动

转向机器生产的重大飞跃。它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面貌。18 世纪 60 年代，工业

革命首先从英国开始，然后在欧洲和北美扩散。它既是生产技术的一次革命，也

是社会关系的一场革命。

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原因

1、前提：“光荣革命”后，君主立宪制逐步确立，政局稳定；

2、政策：政府积极鼓励经济发展；

3、市场：农业发展、圈地运动、殖民扩张；（必然性，直接原因）

4、资本：殖民扩张与海外贸易、圈地运动；

5、技术：手工工场时期的积累、英国成为欧洲的技术中心；

6、劳动力：圈地运动；

7、原料：农业发展、殖民扩张和煤铁丰富；

【任务 2】据教材 P60-61 和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工业革命是怎样推进的？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 开始标志：珍妮纺纱机的发明

1、棉纺织业的革命：飞梭与珍妮纺纱机，工厂的出现；

2、蒸汽动力的使用：瓦特，1785 年；

3、交通运输业的革命：汽船和火车，人类进入“蒸汽时代”；

4、英国完成工业革命：19 世纪中期，机器制造业的机械化（机器制造机器）;

5、工业革命向欧美扩展：18 世纪后期到 19 世纪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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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

1、条件：

（1）欧美国家社会相对稳定；

（2）经济发展，国内外市场扩大；

（3）自然科学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4）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

2、主要内容

（1）电力的广泛开发与应用，人类进入“电气时代”；

（2）内燃机的创制与应用；

（3）汽车、飞机等新式快速交通工具的发明；

（4）化学工业的兴起

（5）旧产业部门的新技术改造（如钢铁工业）；

（6）新通讯手段的发明

【任务 3】为什么说第二次工业革命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简单延续？（P61 思考点）

1、相同点：

（1）背景：都是生产力发展、市场扩大、技术进步的结果；

（2）过程：都在工业动力和交通运输业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3）结果：都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引发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壮

大了资产阶级力量，巩固了资产阶级在全世界的统治，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市

场的形成。

2、不同之处

角度 第一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主要标志 蒸汽机与蒸汽时代 电气技术与电气时代

发明者
工匠技师，科技与生产尚末真正结

合
科学家工程师，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

范围规模
首先发生在英国

由一国向多国扩展

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美、

德最为突出，有的国家两次工业革命

交叉进行

主要领域 棉纺织业开始，主要是轻工业 重工业为主

能源基础 煤炭 电力、石油、

生产组织 工厂制度，自由资本主义 垄断组织，帝国主义

世界市场 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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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4】依据教材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工业革命从哪些方面改变了世界面貌？

1、经济方面

（1）生产力：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生产力空前大发展）；

（2）生产关系：从工厂制度到垄断组织；

（3）世界市场：各地联系日益紧密，世界市场最终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

系最终确立；

2、政治方面

（1）工业资产阶级统治地位进一步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不断扩展，资本主义政

治体系确立；

（2）社会阶级结构重大变化：两大阶级对立，中间阶层开始发展；

（3）工人阶级迅速崛起，工人运动兴起，马克思主义诞生；

3、社会生活

（1）城市化发展（2）物质生活改善（3）精神生活丰富（4）女性地位提高

（5）人口增加明显

4、国际关系

（1）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亚非拉大多数地区沦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资本主义殖民体系最终形成。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最终形成，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影响和控制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

（2）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

5、社会问题

（1）贫富分化加剧，工人生活困苦（2）环境污染严重（3）疾病和犯罪增多

【任务 5】两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次工业革命

1、政治上：列强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经济上: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中国近代工业产生（洋务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3、思想上:向西方学习新思潮萌发（师夷长技以制夷）

4、社会生活:西方科技传入中国，社会生活发生变化。

第二次工业革命

1、政治上: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瓜分世界，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救亡图存运动高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

2、经济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3、思想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传播（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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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小结一】以欧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本课小结二】两次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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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课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传播

【学习目标】

1．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2.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3.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

【学习任务】

【任务 1】据教材 P64-65，概括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1.经济基础：

工业革命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使资本主义制度弊病日益显现。周期性经济

危机不断发展，工人阶级政治权利极其有限，贫富分化严重，工人阶级苦难深重。

2. 阶级基础：无产阶级壮大，工人运动兴起；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欧洲三

大工人运动），需要科学理论指导。

3. 理论基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欧洲空想社会主义。

4. 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和理论研究。

【任务 2】据教材指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Marxism）：马克思、恩格斯于 19 世纪 40 年代创立并在实践中不

断丰富、发展的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理论体系。它包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

要是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世界无产

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

（1）唯物史观：1845-1846《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

理，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

辩证关系，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2）科学社会主义：1848 年《共产党宣言》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了科学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3）剩余价值学说：1867 年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出版，揭露了资本主义制

度和资本家剥削的秘密。

【任务 3】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什么？为什么它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

诞生标志：1848.2《共产党宣言》发表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革命纲领。第

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

规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使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变成现实；从此无产阶

级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促进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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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4】据材料和教材关于《共产党宣言》、空想社会主义有关内容，分析指

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空想社会主义仅

仅是“空想”吗？

材料 1 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

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

材料 2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

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

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材料 3 （共产党人）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

达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摘自《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①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主要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

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②找到了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阶

级斗争）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和基本途径。

空想社会主义：①不能正确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主要矛盾；②没有找到

实现理想社会的现实力量和正确有效的途径。

不全是空想：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主张建立合作、平等、和

谐的理想社会，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任务 5】据教材 P67，概括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意义？

1.真理性：创造性的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

的思想体系，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始终站在时代前沿。

2.科学性：成为西欧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亚洲、美洲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

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

3.方向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和发展，人民第一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成为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根本政治力量。

【任务 6】据教材和所学知识，概述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传播情况及影响。

1.西欧：

①1864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国际工人运

动进入新阶段。

②巴黎公社革命（1871）：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③第二国际（1889）

2.东欧、东南欧：

①列宁主义（1903）和俄国十月革命（1917）与社会主义探索

②共产国际（第三国际）（1919）

3.亚洲和美洲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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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7】 据教材 P67-68 和所学知识，概述巴黎公社的背景、性质、措施、结

果、失败原因、意义。

1、背景:

①根本原因：1870 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社会矛盾激化。

②直接原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企图解除巴黎人民的武装。

2、建立：1871.3，巴黎爆发工人武装起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巴黎公社。

3、革命措施：

政权

建设

打碎旧的国家机关，建立立法与行政合一的政权机关和司法机构；

废除旧军队和旧警察，代之以国民自卫军和治安委员会；

除旧立新

人民有权监督和罢免由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

所有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

人民民主

人民公仆

社会

经济

没收逃亡资本家的工厂，由工人合作社管理工厂；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

维护人民

利益

4、结果：1871 年 5 月 28 日，在法国资产阶级和普鲁士联合扼杀下失败。

5、失败原因：

（1）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生产力水平未达到完成社会主

义革命的程度

（2）客观原因：资产阶级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国内外联合镇压

（3）主观原因：法国工人阶级力量弱小，在政治上还不成熟：

① 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② 未能乘胜追击残敌；③ 未没收法兰西银

行，让它给反动政府以资助；④未能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孤军作战。

3、历史意义：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它的实践丰富

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学说)，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本课小结】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1.19 世纪初—1848 年：从空想到科学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主义诞生，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

2.19 世纪 40 年代—70 年代：从理论到实践

1871 年巴黎公社建立第一个工人政权，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

3.19 世纪 70 年代－20 世纪初：从理想到现实

1917 年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从理

想变成现实。

4.20 世纪初－20 世纪 50 年代：从一国到多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由一国到多国。

5.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由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

由苏联模式到南斯拉夫模式和中国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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