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师导学



课程标准 学习重点

了解当代
中国独立
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
策的主要
成就。

1.核心概念:“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
请客”、“一边倒”、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
同存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方案、上海
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人类
命运共同体。
2.关键问题
(1)新中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取得了哪些重大
外交成就?

(2)改革开放后,我国外交政策做了怎样的调整?

取得了哪些重大外交成就?



[重要概念]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年12月

周恩来     提出,     年    两国在《关于中国西藏地

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         。此后,

成为处理           之间关系的           。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

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1953

首次 1954 中印

正式提出

国与国 基本准则



2.上海合作组织:于     年成立,是由         建立的

       多边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是            、 

               、      的新型             ,形成了

      、      、      、      、               、   

              的“        ”,对推动建立        的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1 中国倡导

区域性 不结盟

不针对第三国 开放性 区域合作组织

互信 互利 平等 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 上海精神 公正合理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教材史料]

1.教材第二目“史料阅读”解读。

思路引导:史料的主要观点是搞好内部经济建设,促进国

家发展,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2.教材第三目“历史纵横”解读。

思路引导:(1)材料所反映的信息:凸显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战略

思想的外交实践,同时,也说明中国全方位推进对外关系发展。

(2)二十国集团的影响。

①二十国集团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

合作。

②二十国集团的成立为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应对经济危机、推

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带来了新动力和新契机。



[教材问答]

1.教材第一目“思考点”:怎样理解新中国制定的三条外交方针?

思路引导:(1)“另起炉灶”: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地位,在政治上建

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巩固新中国

的独立和主权,为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奠定基础。

“一边倒”:有利于打破外交孤立,客观上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

政权巩固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关系的

基本格局。



(2)三条外交方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

针的具体体现;标志着与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捍

卫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独立自主地位;确定了新中国对外

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格局。



2.教材第三目“学思之窗”:阅读以上数据,认识中国外

交发展的巨大成就。

思路引导:(1)中国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日益扩大:从

1950年的19个建交国到1976年的111个建交国,增长幅度

大,到2023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增长至182个。



(2)原因。

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不断取

得的累累硕果,无不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

②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③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④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3.教材第三目“思考点”:为什么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日益紧密?其动因是什么?

思路引导:(1)原因: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

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日益成为促进世界和平、

发展、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同世界迫切需要加强

相互了解、认识和理解。

(2)动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

国际环境。



4.“问题探究”:结合课文内容,我们应该作什么样的选择?

思路引导:(1)当今世界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

向变化,即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二是逆潮流变化,即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变”的本质是世界秩序的重塑和全

球治理机制的完善。

(2)我们的选择是积极推动世界的正向发展,建设新型国际

关系。中国不仅着眼于自身的发展,还就世界和平发展的诸

多议题提出中国方案。



导学案



关键问题一:新中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取得了哪些重大

外交成就?



一、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1.前提:新中国成立。

2.新中国成立之初

(1)三条方针。

“另起炉灶”
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
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外国
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
屋子再请客
”

①含义: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          在中国的控
制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
②原因:取消          在中国的特权,肃清帝国主
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③表现:由国家管制对外贸易,收回对中国主权影响
最大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

“一边倒”

①含义:中国坚定地站在                        
      一边
②作用:使新中国在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捍卫和
平以及维护独立与主权的斗争中,不致处于孤立地位

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

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
阵营



[名师点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三条外交方针提出的

原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2)为结束百余年来旧中国屈辱外交。

(3)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推行冷战政策,对新中

国进行封锁、包围和禁运。

(4)中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

(5)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乃至世界和平的考虑。



(2)外交成就。

①与苏联等国建交。

②1954年,中国倡导以                     作为国际

关系准则。

③1955年         ,中国提出“         ”方针,为进

一步开展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

④1956年,中国与挪威、南斯拉夫等国建交,同英国、荷

兰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万隆会议 求同存异



3.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

(1)背景:              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中国的支

持和援助,赢得了这些国家的友谊和信任,也赢得了良好的国

际声誉。

(2)外交成就。

①出现了以与                建交为基本特点的建交高潮。

②逐步冲破西方国家封锁。1964年,中国与     建交,实现

了中国同西方大国关系的突破。

亚非拉国家

亚非民族独立国家

法国



4.20世纪70年代

(1)自1970年起,中国同意大利、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

建立外交关系。中英、中荷关系也升格为大使级。

(2)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        的一切合

法权利。

(3)1972年,      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正式建

交,之后,中国迎来建交高潮。

联合国

中美 中日



[名师点拨] 20世纪70年代外交新突破的原因

(1)两极格局中多极化趋势出现。

(2)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有所上升。

(3)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调整对华政策。

(4)中国调整对美政策,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易错辨析]

(1)“恢复”与“加入”联合国:1971年,中国是“恢复”在联合

国的合法席位,而不是“加入”联合国。因为中国是联合国创始

会员国之一,也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按

照国际法,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接替中国在联合国

的代表资格,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2)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并不等于中美建交:中美正式建交不是在

1972年,而是在1979年。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上海公报

》的发表说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9年,中美建交,中美

关系实现正常化,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压制中国的政策。



任务一　合作探究——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材料一　“一边倒”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

为处理新中国与苏联的国家关系而提出的外交方针,这一选择并非

双方意识形态同一性的必然结果,也并不主要是应对当时国际格局

的对策。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成为执政者,面临的

主要任务转向建立和巩固新政权。新中国在安全、政治、经济等

方面的国家利益便生成了,在“一边倒”的选择中起关键作用的,

就是对这些利益的考虑。

——摘编自关锦炜《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政策研究综述》

视角1　新中国初期的三条外交方针



[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推行“一边倒

”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结论] (1)主要原因: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发展经济的需

要;战后两极格局之下,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遏制中国;中苏社会

制度、意识形态相同;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扩大新中国的

国际影响。

意义:赢得了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使中国不致处于孤立地位;有利

于巩固政权,维护国防安全,保障经济建设;改善与周边邻国关系;

为国内经济建设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材料二　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

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

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

——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1949年)



[问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独立

自主”与“一边倒”政策是否矛盾。说明理由。

[结论] (2)不矛盾。理由:“一边倒”政策是以“独立

自主”为前提的,它的最终目的是捍卫新中国的独立和

主权,并不是盲目地顺从苏联,而是维护自己的国家利

益。



材料三

视角2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外交调整



[问题] (3)根据材料三,指出1959—1979年中国外交形势

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变化的因素。

[结论] (3)变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数量增加,尤其是欧

洲、美洲、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数量快速增长。

因素:外交意识形态逐渐淡化;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中国的政治地位提高;中美关系的改善,带动欧美国

家与中国建交;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中

国的国家实力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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