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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核心素
养、学段
目标）

1.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能够在生活和学习中自觉维护国
家主权、尊严和利益（政治认同）
2.理解个人与社会、国家和世界的关系，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变
化（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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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求

1.了解主要国际组织，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
国际秩序（法治教育）
2.了解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知道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国情教育）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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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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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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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与世界紧相连
考点 1 中国担当

1.＊中国积极有作为的表现/中国是负责任大国的表现

（1）面对各种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危机与难题，中国不推诿、不逃避，也不

依赖他人，积极主动地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情境示例：中国成功斡旋沙特

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

（2）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在有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

个领域，积极采取行动。情境示例：中国通过联合国渠道向加沙地带以及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提供紧急人道援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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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用有限的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

实现了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

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

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4）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5）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

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赢得了广泛国际赞誉，国际影响力、感召力

和塑造力显著提升。



第二单元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

返回目录

2.＊中国担当向世界展现大国风范，贡献中国智慧的表现

（1）中国着眼于时代发展大势，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全球治理观），

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2）中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在承担责任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增

长智慧。同时，中国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积极探索、有效

行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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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倡导国际关系民主

化），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同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

（4）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5）互利共赢、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

“和而不同”的思想，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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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2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1.中国对世界有哪些影响？/为什么说世界离不开中国？

文化上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情境示例：
中国年、孔子学院、学中文热等

经济上
①中国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②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与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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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

①中国是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正以新的发展理念、务实的行

动推动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②中国秉持“和而不同”的思想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使世界向着公平公正、多元共治、包容有
序的格局发展

全球治
理体系

中国关于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探索与实践，为人类思考与建设未
来提供了新的路径，得到广泛认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其中，
共同行动，这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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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明交流互鉴有何意义？/文明交流互鉴的原因

（1）文明包含着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是

世界各国各民族对人类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2）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发展。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

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有助于自

身文明的发展，而且能够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其他文明携手解决人类

共同面临的各种问题。

（3）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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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明交流互鉴的要求/我们应如何让文明交流互鉴？

（1）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态度）

（2）积极主动地与世界各国交往，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

（3）对其他文明的学习，不能只满足于欣赏物件的精美，更应该领略其中

蕴含的人文精神。世界各国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

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4）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

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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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与世界共发展
考点 3 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1.我国面临哪些新的发展契机?

（1）
国内

①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
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
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
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在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经验、基
础设施等领域具备良好的积累，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制造大国→“智造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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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

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越来越强劲，这为中国的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②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在经济合作、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
发挥的引领作用越来越大。（注意：引领不是主导、主宰、决定）
许多国家为谋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需要与中国开展深入合作，这
使中国在国际合作各个领域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更加有所作为
（国际合作）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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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机遇稍纵即逝，抓住机

遇，勇于创新，发展就能再上新台阶；坐等观望，犹豫懈怠，往往错失良

机，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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