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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二战后的世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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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版新课标要求：通过了解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德国分裂、北

约与华约的建立,认识美苏“冷战”对峙局面的形成；通过了解美国和日本

经济的发展,欧洲联合趋势的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初步理解战后

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了解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实践,知道社会主

义阵营的形成和苏联的改革,了解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认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意义；通过万隆会议、“非洲年”、巴拿马收回运河区主权等史

事,知道战后殖民体系的崩溃和亚非拉国家为捍卫国家主权、发展经济所

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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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世界殖民体系走向崩溃：

(1)政治：两极格局的形成与瓦解；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呈现多

极化趋势；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世界殖民体系逐渐瓦解

(2)经济：西欧逐步实现经济复苏,日本崛起,资本主义世界呈现三足鼎

立的局面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各方面建设不

断取得新的成就



2025版                    历史                  甘肃专版

中外联
系

(1)中美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20世纪

70年代,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2)中苏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并在苏

联帮助下完成“一五”计划,我国开始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

(3)与亚非国家：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加强了

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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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九下第16课P74－78)省卷3年2考    兰州3年1考

含义
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多年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既非

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

时间
1947—
1991年

原因 美、苏两国的国家战略的对立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

背景

(1)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军事、经济实力最强大

的国家,称霸欲望强烈。美国认为它的制度和观念是最优越的,全世界

都应该实行和它一样的制度

(2)苏联：在东欧国家建立起与其类似的社会主义制度；将美国视为潜

在的防御对象



2025版                    历史                  甘肃专版

形
成
过
程
[省
卷
202

2·
17(

2)]

开始：杜鲁门
主义(政治)

1947年3月,                          的出台,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关系

正式破裂,冷战开始(省卷2023·14)

发展：马歇尔
计划(经济)

(1)1947年,美国提出                     (又称“欧洲复兴计划”),企图

通过援助西欧恢复经济,稳定资本主义制度

(2)是美国实施冷战政策的又一重要步骤

基本形成：德
国分裂(政治)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相继成立。从此

,欧洲             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

最终形成：“北
约”

和“华约”(军事)

(1)北约：1949年,美、英、法等12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

《北大西洋公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简称“北约

”)

(2)华约：1955年,苏联同7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缔结了《华沙条

约》。“华沙条约组织”成立(简称“华约”),                 形成

杜鲁门主义

马歇尔计划

冷战

两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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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1991年年底,

苏联解体
实质 美苏两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

影响

消极

(1)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阻碍了全球

一体化发展

(2)造成了德国、朝鲜的分裂,并引发局部战争

积极
美苏双方势均力敌,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兰州

2022·27(1)第三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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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九下第17课P79－82)省卷3年1考

1.欧洲的联合

原因

(1)现实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凭借原有的工业基础和马
歇尔计划的援助,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制定恰当的经济发展政
策,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西欧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
(2)外部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下降,在美苏
两极对抗中维护自身国际地位的需要
(3)历史原因：西欧各国有共同的文化和心理认同,具备联合的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巨大灾难,西欧各国人民渴望和平

目的 联合自强以提高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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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过程

欧共体

(1)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和联邦德国等六国组建                            5

(2)1958年,六国又建立了       5                       和                              5

(3)1967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

并为欧洲共同体,简称“       5     ”

欧盟

建立
1993年,大部分西欧国家在欧共体的基础上

组成了欧洲联盟

欧盟旗帜

发展

(1)欧盟成立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成员国
公民拥有统一的欧洲护照,2002年,大多数
成员国开始使用统一的货币——            5

(2)2013年,欧盟成员国已经达到28个

影响 大大加快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欧洲煤钢共同体

欧洲经济共同体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欧共体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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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单元知识整合】欧洲国际地位的变化

总结：欧洲的国际地位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进行不断下降；20世纪50年代

以后,欧洲逐渐走向联合,实力得到增强,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在新的历史时期,

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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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的发展

表现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积极拓展世界市场,应用最新科技成果,革新

生产技术,刺激了经济的繁荣,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2)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3)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以全球化和信息化为特征的

“                  ”,美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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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的崛起

原因

(1)国际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日本推行                  和民主

化改革,推动日本政府颁布了“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

间,美国在日本订购大量军需物资

(2)国内原因：日本政府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大力引进先进技术

表现 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              经济大国

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日

本谋求成为                  的欲望日益强烈,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引起亚洲邻

国的关注和不安

美国 非军事化

和平宪法

第二

政治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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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过
程

(1)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颁布了《社会保障法》

(2)1948年,英国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不久,法国和联邦德国等国也宣

布成为“福利国家”

(3)20世纪50年代,美国几次修订《社会保障法》

(4)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发

展

评
价

(1)积极意义：可以缓和阶级矛盾,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稳定的社会

环境

(2)局限性：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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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解释】【唯物史观】初步理解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

新特点

(1)科学技术的新发展：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人类

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生物工程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2)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劳动方式日益自动化和智能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

产力
(3)社会结构的新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和工业的就业人口所占比重逐渐

下降,从事服务业的人口所占比重增加

(4)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完善：资本主义国家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公民享

受较好的公共福利
(5)具有自我调节和改良能力：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市场主导和政府调节之

间寻求平衡,既强调市场机制,又主张国家适度调控与国际协调

知识链接：科技发展与大国兴衰。(见本书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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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挫折(九下第18课P83－86)

社会
主
义力
量
的壮
大

背
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数量增加,社会主义力量逐渐壮
大；苏联在东欧推行社会主义模式

概
况

政治上,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经济上,建立了经济

互助委员会,简称“                ”；中苏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
互助条约》

经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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