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六单元　冷战和美苏对峙世界

中考历史 (全国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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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冷战

五年中考

1.(河北,17,2分)以下国际会议中,由美国完全主导是 (　　)

A.签署《凡尔赛和约》会议

B.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会议

C.决定成立联合国会议

D.签署《北大西洋条约》会议

答案    D　本题考查是对美国在国际格局中主导地位内容了解。A中会议指是19

召开巴黎和会,会议操纵者是英、法、美三国;B中会议是指1942年在华盛顿召开建

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会议,此次会议不可能被美国完全主导;C中会议是指雅尔塔会议,苏

联、美国、英国是此次会议主角。《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签署同美国实施“冷战”政

策亲密相关,是美国“冷战”政策在军事领域表现。所以,此次会议中美国成为会议主

导。故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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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南衡阳,14,2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现任总统特朗普又提出

“印太战略”,其实质都是新形势下围堵、遏制中国发展霸权主义战略。七十年前,美国也

曾对苏联实施类似政策。它是 (　　)

A.门罗主义　　B.门户开放政策

C.绥靖政策　　D.冷战政策

答案    D　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和分析问题能力。抓住题干中关键信息“围堵、遏制中国

发展”“七十年前”,联络所学可知,二战后美国对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除武装

进攻以外一切伎俩,以“遏制共产主义”,这一政策被称为冷战政策,故D项符合题意。门罗

主义发表于1823年,表明美国当初观点,即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

美洲国家主权相关事务;门户开放政策是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时美国提出政策,主

张利益均沾;绥靖政策是二战前英法等国对法西斯国家实施纵容侵略政策。故A、B、C三

项均不符合题意,应排除。

名师提醒    本题考查世界近当代史上主要政策,其中门罗主义在教材中没有包括,所以在学

习过程中要拓展自己知识,并对相关类型政策进行归纳。

第3页



3.(江西,12,2分)“美国不会在欧洲试图从二战中恢复、苏联寻求扩大其实力并在世界各

地扩大影响力时袖手旁观、毫无作为。”为此,美国在经济方面采取办法是 (　　)

A.罗斯福新政　　B.马歇尔计划

C.成立北约　　    D.成立华约

答案    B　本题考查冷战政策。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冷战政策在经济上表现,其目标是控制

西欧,遏制苏联,B项符合题意。罗斯福新政是美国1933年开始实施为缓解经济危机,巩固资

本主义制度政策,排除A项;成立北约是美国冷战政策在军事上表现,排除C项;成立华约是

苏联针对北约采取针锋相正确办法,排除D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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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东潍坊,24,2分)《走向全球主义》一书作者安布鲁斯指出,“尽管国家在全世界保持

着优势地位,但美国领导人在1945年夏对未来有三怕。一是政治上,怕斯大林,也就是怕社会

主义……”为此,美国在政治方面提出 (　　)

A.杜鲁门主义　　B.马歇尔计划

C.建立北约　　    D.成立联合国

答案    A　本题考查学生阅读分析能力和识记历史基础知识能力。抓住题干中有效信

息“《走向全球主义》”“美国”“1945年”,联络所学可知,二战后,美国推行“冷战”政

策,在政治方面提出杜鲁门主义,故正确答案为A。马歇尔计划是经济上办法,建立北约是军

事上办法,成立联合国不是美国实施“冷战”政策表现。

规律总结    本题属于材料型选择题,解答这类题目普通分三步进行。一是经过看引文出处

和其它相关信息,确定材料所包括历史知识;二是抓住关键词,读懂材料,搞清材料内容及相

关人物或事件;三是搞清备选项内涵及其与题干关系,找出符合题目要求和历史事实

备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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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吉林,9,1分)二战后,美苏之间冷战开始标志是 (　　)

A.杜鲁门主义出台　　 B.马歇尔计划推行

C.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建立　　 D.华沙条约组织建立

答案    A　依据所学可知,美苏冷战开始标志是杜鲁门主义出台;马歇尔计划推行是美

苏之间冷战在经济上表现;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建立是美苏之间冷战在军

事上表现。故B、C、D都不符合题意,正确答案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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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辽宁沈阳,14,2分)二战后,美国正处于实力顶峰。杜鲁门总统一再宣称:“美国在世

界上处于领导地位。”可是,经过战争考验而强大起来苏联,在战后国际事务重大问题上,

坚持不对美国让步。对上述材料准确了解是 (　　)

A.苏联实力强于美国　　B.美国、苏联矛盾突出

C.两极格局正式形成　　D.政治多极化趋势加强

答案    B　A显著错误;两极格局正式形成标志是华沙条约组织建立,材料中没有表达,据

此排除C;政治多极化趋势加强是在苏联解体后,据此排除D。

知识拓展    美国实施“冷战”根本目标是称霸世界;苏联同美国争霸,是为了取得和美国同

样世界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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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庆A,14,1分)《新全球史》说:“世界开始重建,而另一场战争也开始了。曾经击败德

国和日本联盟也解体了,在很短时间里,美国和苏联及其各自盟国在冷战中已经摆好了

作战姿势,开始了主要在政治、经济和宣传层面反抗。”它表明 (　　)

A.为反法西斯建立联合国在战后快速解体

B.冷战主要是军事上反抗

C.二战后以美、苏为首两大阵营相互对峙

D.冷战目标是遏制苏联

答案    C　由关键信息“联盟也解体了”“冷战”,即可判断出是二战后美苏由同盟关系走

向敌对,并逐步形成以美、苏为首北约、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两极格局形成。故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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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苏苏州,18,1分)1949年初,苏联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申明:“美国现在正以经济

方式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渗透,所以,我们不得不采取必要办法对其回击,以巩固我们社会

主义阵营。”材料中所说“渗透”主要指是 (　　)

A.实施马歇尔计划　　B.成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C.推行杜鲁门主义　　D.建立北大西洋条约组织

答案    A　二战后,美国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并不排斥东欧,苏联认为这是美国向社

会主义国家渗透。为了应对这一局面,苏联和东欧五国成立了经互会。故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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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山东烟台,24,2分)某班开展了研究性学习活动,有同学参考了《意识形态与冷战起

源》《北约与华约改变前瞻》《从苏东剧变到多极化趋势》等文章。据此判断,该研究性

学习主题是 (　　)

A.全球化快速发展　　   B.战后世界格局演变

C.亚非拉国家振兴　　D.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答案    B　“冷战”“北约”“华约”与二战后两极格局形成相关;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意味着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所以该研究性学习主题与世界格局变

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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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辽宁沈阳,15,2分)某班历史兴趣小组在探究学习时,设计了以“冷战”为主题示意

简图。依据下列图内容推断,当初世界格局是 (　　)

冷战中

对峙 
A.两极格局　　B.多极化趋势

C.一超多强　　D.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答案    A    本题考查学生识记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解题时需抓住示意图中关键信息

“冷战”“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联络所学可知,美国冷战政策在军事方

面表现是建立了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苏联则采取了针锋相正确办法,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两

极格局由此形成,故正确答案选择A。

第11页



11.(吉林,17,3分)(节选)阅读以下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深刻影响,是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力量对比,促使世界格

局……逐步过渡到一个两极结构新时代。……形成了美苏在欧洲乃至全球对峙局面。

这一局面一直连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发生了改变。

(2)材料二中“两极结构”形成与美国推行什么政策相关?写出这一政策在政治方面表

现。美苏对峙局面“发生了改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展趋势是什么? (3分)

答案    (2)“冷战”政策。(1分)“杜鲁门主义”出台。(1分)多极化。(1分)

解析    第(2)问,二战后,美国为遏制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推行“冷战”政策;“杜鲁

门主义”出台是“冷战”政策在政治上表现;1991年苏联解体,美苏两极格局随之结束,世

界暂时形成“一超多强”局面,并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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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河北,29,12分)探究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但人们所希望真正和平并未降临。美国、苏联这对战时

盟友很快变成了“冷战”对手。“冷战”为何会暴发呢?史学家们从以下四个不一样角

度进行了分析:

【角度一】美国当初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与军事实力,确立了称霸世界全球战略,日益

把苏联看做其称霸全球主要障碍,企图遏制苏联。

【角度二】苏联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国际威望大大提升。而且军事力量

大大加强,能与美国抗衡。战后,苏联把确保东西部边界安全作为国家首要利益,在自己周

边建立“安全带”,努力扩大自己在世界上影响,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即征服和奴役其它民

族思想和主张)。

【角度三】美苏两国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根本对立,均将对方视为主要敌人。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美国力图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广到全世界,主动推行反共、反苏政策。同时,苏联采

取了针锋相正确行动,扶植东欧一系列国家,壮大了以其为关键社会主义力量。

【角度四】美苏两国之间存在严重猜疑和不信任,夸大了对方对本国威胁,也加剧了两国间冲突与

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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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公开反苏、反共纲领——“杜鲁门主

义”。美苏两国从此进入“冷战”时期。

(1)请从上述四个角度中任选两个,分别概括“冷战”暴发原因是什么。(4分)

(2)在你概括出“冷战”暴发原因中,你认为最主要是哪个?(2分)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论

证你观点。(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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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角度一:美国全球战略(或霸权政策);角度二: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角度三:美苏

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立;角度四:美苏之间猜疑和不信任。(4分)

(评分说明:答出其中两点且意思相近即可,每点2分,共4分)

(2)答案一　美国全球战略(或霸权政策)。(2分)

美国全球战略(或霸权政策),冲击了当初国际秩序;美国全球战略(或霸权政策),打击了

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美国全球战略(或霸权政策),激化了与苏联社会主义矛盾;美国全

球战略(或霸权政策),造成苏联愈加猜疑和不信任;杜鲁门主义彻底摧毁了美苏同盟关系;美国

全球战略(或霸权政策),受到了苏联强大军事力量威慑,挑起了“冷战”。(评分说明:答出

其中两点且意思相近即可,其它答案符合题意也可,每点2分,共4分)所以,美国全球战略(或霸

权政策)是“冷战”暴发最主要原因。(2分)

答案二　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2分)

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冲击了当初国际秩序;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挑战了美国全球战

略(或霸权政策);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加剧了与美国资本主义对立;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

义,引发了美国愈加猜疑和不信任;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但忌惮美国力量强大,实施了“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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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评分说明:答出其中两点且意思相近即可,其它答案符合题意也可,每点2分,共4分)所

以,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是“冷战”暴发最主要原因。(2分)

答案三　美苏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立。(2分)

二战结束,使美苏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立再度凸显;二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

力图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广到全世界;二战后苏联经过扶植东欧一系列国家,壮大了社会主义力

量;美苏顾忌对方军事力量,进行了“冷战”。(评分说明:答出其中两点且意思相近即可,其

他答案符合题意也可,每点2分,共4分)所以,美苏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立是“冷战”暴发

最主要原因。(2分)

答案四　美苏之间猜疑和不信任。(2分)

美苏两国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一样;二战后,美苏视对方为主要威胁;美国全球战略(或霸

权政策),造成了苏联过分反应;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造成了美国猜疑和不信任;美苏顾

忌对方军事力量,进行了“冷战”。(评分说明:答出其中两点且意思相近即可,其它答案符

合题意也可,每点2分,共4分)所以,美苏之间猜疑和不信任是“冷战”暴发最主要原因。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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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题同往年河北中考试题相比含有问题愈加开放、答案愈加灵活特点。第(1)问

需要从四个角度中任选两个,从不一样方面回答“冷战”暴发原因,这里需要指出是,原因

必须同“角度”内容阐述相吻合;第(2)问要注意依据双方军事力量、社会制度、意识形

态、外交策略等进行多角度论证。

知识归纳　①开放性试题能够从不一样角度回答,把自己观点表述清楚即可。②美国

全球战略就是要称霸世界,冷战只是伎俩,称霸是目标。③苏联早已解体,但美国依然不愿放弃

冷战思维,逆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时尚,压缩俄罗斯生存空间,围堵并遏制中国崛起。④美

苏冷战,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一样原因,也有地缘政治等原因。⑤中国要借鉴历史经验教

训,不搞军事反抗,主动融入国际社会,顺应经济全球化时尚,主动推进多极化发展,提倡建立合

理政治经济新秩序,加强国防建设,遏制和威慑霸权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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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教师用书专用

13.(江苏扬州,20,1分)3月2日,俄罗斯以保护黑海舰队和生活在克里米亚俄罗斯

公民安全为名出兵克里米亚。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随即宣告对俄实施制裁。该情况与下

列哪一历史情况相同 (　　)

A.冷战　　 B.全球一体化

C.世界多极化　　 D.经济全球化

答案    A　本题以时事为背景,提供主要信息是“美国……对俄实施制裁”,这种不经过武

力进行反抗政策类似于冷战时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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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山东泰安,37,1分)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说时说:“美国政府能够尽力缓解局势,帮助欧

洲走上复兴道路。”为此,美国 (　　)

A.推行了“杜鲁门主义”　　 B.实施了“马歇尔计划”

C.建立了北约组织　　 D.缓解了和苏联关系

答案    B　本题考查学生识记和分析问题能力。二战后,美苏“冷战”,美国采取办法之

一就是推行“马歇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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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山东威海,24,10分)世界政治格局风云变幻,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阅读下

列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学习资料卡

会议 时间 操纵国 • 包括地域
巴黎和会 A 法、英、美 欧洲、西亚、非洲

华盛顿会议 1921—1922年 美、英、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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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一中A应是　　　    年,B应是　　　　　　　　　    。列宁说:“靠《凡尔赛和

约》来维持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口上。”他这么说主要原因是什

么?(3分)

材料二

 
(2)材料二中“赵明同学听课统计”存在两处史实错误,请找出来并更正。“雅尔塔会议

上三巨头”中,有一位巨头双腿瘫痪,他实施新政使危机中国家经济迟缓地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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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巨头是谁?雅尔塔会议中,在对德国问题上达成了什么协议?(4分)

材料三    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极权主义挑战面前所持有

立场。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转折点,它现在宣告,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

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安全相关。

——《杜鲁门回想录》

(3)材料三中“新极权主义”主要是指哪个国家?“美国外交政策转折点”是指推行了

什么政策?该政策在经济上表现是什么?(2分)

(4)面对当今风云变幻国际关系,你认为中国该怎样应对?(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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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1919;(1分)东亚、太平洋地域。(1分)靠《凡尔赛和约》所建立一战后帝国主义

世界和平秩序是极不稳固,它是一战后帝国主义战胜国妥协分赃产物,它不但没有消除帝

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反而加深了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矛盾。(言之有理,意思对即可)(1

分)

(2)第一处错误为:《反法西斯宣言》,应改为:《联合国家宣言》;(1分)第二处错误为:国际联

盟,应改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1分)罗斯福。(1分)决定打败德国以后,要对德国实施军事占

领,彻底毁灭德国法西斯主义。(1分)

(3)苏联。(1分)冷战。推行马歇尔计划。(1分)

(4)开展多边外交活动,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综合国力;加强军队建

设,铸就钢铁长城;坚持和平崛起,营造良好周围环境;等。(言之有理,思想观点正确即可)(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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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第(1)问第一小问依据基础知识直接作答。第二小问依据“建立在火山口上”,紧紧围绕凡

尔赛体系实质思索作答。第(2)问第一小问要求找犯错误并更正,比较简单。第二小问依据

“他实施新政使危机中国家经济迟缓地恢复过来”,回顾基础知识即可作答。第三小问

考查雅尔塔会议内容,依据所学直接作答。第(3)问考查美苏冷战,联络基础知识直接作答即

可。第(4)问可从政治、经济、外交、国防建设等方面分析作答。

评析　本题考查20世纪世界政治格局风云变幻相关史实,并考查学生对历史材料解读及

概括能力,难度适中。要求学生准确掌握基础知识,同时思维要活跃,视野要开阔,答题角度要

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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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18,2分)下列图中,某条折线反应了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改变趋势,这条折线是 (    　

)

 
A.①　　B.②　　C.③　　D.④

考点二　战后资本主义新改变

答案    B　此题要求准确判断代表日本国民经济发展折线。结合所学可知,1968年,日本成

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据此即可确定正确答案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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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南,19,1分)1993年欧盟成立时,有12个组员国,以后经过几次扩大,组员国已达2

7个。这说明 (　　)

A.欧盟国际影响力不停扩大

B.欧洲一体化进程已无妨碍

C.“一超多强”局面已经形成

D.欧洲实现用一个声音说话

答案    A　欧盟组员国增加,说明其国际影响不停扩大,A项符合题意;“欧洲一体化进程已

无妨碍”说法不正确,排除B项;题干未包括美国信息,排除C项;“欧洲实现用一个声音说

话”是欧洲外交政策协调一致表达,和组员国增多无关,排除D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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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南长沙,21,3分)雨果曾说:“总会有这么一天,到那时,你们法国、俄国、英国,全部

欧洲国家,无须丢掉你们各自特点和闪光个性,都将紧紧地融合在一个高一级整体里;到

那时,你们将构筑欧洲友爱关系。”为“构筑欧洲友爱关系”打下坚实基础是 (    

　)

A.建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B.成立联合国

C.成立欧盟　　 D.成立世界贸易组织

答案    C　题干关键信息是“构筑欧洲友爱关系”。欧盟组员国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有利于经济发展,为“构筑欧洲友爱关系”打下坚实基础。故选C项。

知识拓展    1993年欧盟成立,标志着欧洲共同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同时发展

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是欧洲地域规模较大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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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龙江齐齐哈尔,23,2分)“科教兴国” 这一观点在日本发展历程中得到证实史实有

 (　　)

①大化改新　　 ②明治维新

③法西斯上台　　 ④二战后日本崛起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　　        D.②④

答案    D　本题可采取排除法。大化改新是日本仿效唐朝典章制度而进行改革,并没有涉

及“科教兴国”,排除①;1936年,日本军部建立起法西斯专政后,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并没有实

行“科教兴国”战略,排除③。故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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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建,25,2分)成立于1993年,使用统一货币,集政治和经济实体于一身区域组织是 

(　　)

A.华沙条约组织 　　 B.亚太经合组织

C.欧洲联盟　　 D.世界贸易组织

答案    C　华沙条约组织成立于1955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于199

5年。欧洲联盟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成立于1993年。,欧盟大多数组员国开始使

用统一货币——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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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云南昆明,24,2分)1991年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经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目标是

把欧共体建成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条约于1993年11月1日生效,宣告了     

(　　)

A.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B.欧洲联盟成立

C.世界贸易组织建立

D.亚太经合组织建立

答案    B　1991年,法、意等12个欧共体国家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经过了《欧洲联盟条

约》,亦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年,该条约生效,欧洲联盟成立。故选B项。A项成立

于;C项成立于1995年;D项成立于1989年。

知识拓展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中俄等六国元首在上海举行首次会晤并签署《上海

合作组织成立宣言》,这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于199

5年1月1日,其宗旨是经过市场开放、非歧视性和公平贸易等标准,推进世界贸易自由化,促

进世界贸易发展。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是亚洲、太平洋地域最主要政府间经济

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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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福建,30,2分),英国经过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某一国际组织,这被视为欧洲一体化

进程重大挫折。该国际组织是 (　　)

A.三国协约　　 B.北约组织

C.世界贸易组织　　D.欧洲联盟

答案    D　依据材料关键信息“国际组织”“欧洲一体化”,可知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联盟,

欧盟是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国际组织。D项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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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湖北黄冈,22,2分)1949年4月,英国加入北大西洋条约组织;伴随欧洲经济高速发展,1973

年,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1993年,欧共体首脑会议宣告包含英国在内欧洲12国成立欧洲联

盟;伴随世界经济和英国本身发展,,英国决定退出欧盟。这些表明,影响英国决议

决定原因是 (　　)

A.外国影响　　B.民族矛盾

C.意识形态　　D.国家利益

答案    D　注意关键信息“决定原因”。1949年处于冷战时期,为了与以苏联为首社会主

义阵营相抗衡,维护国家和平与安全,英国加入北约;联合后欧洲大陆在经济发展中显示出了

巨大优势,伴随欧洲经济高速发展,1973年英国主动申请加入欧共体;伴随世界经济和英国

本身发展,英国决定脱欧。故D项说法正确。外国影响、意识形态是影响英国决议

原因,但不是决定原因,故A、C两项错误;材料没有包括民族矛盾,故B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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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山东潍坊,23,2分)下表内容说明二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崛起原因是 (　　)

A.社会改革　　B.适当经济发展战略

C.美国扶持　　D.政府重视科技与教育

时间 经济计划 评价

1955年 《经济自立五年计划》 以充分就业和经济自立为基本目标

1957年 • 《新长久经济
计划》

• 出现经济高速
增加时期第一
个高峰

1960年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 经济进入有计
划高速发展时
期

答案    B　解题关键是抓住表格中主要信息“经济计划”和评价相关内容,据此能够

分析得出二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原因是日本政府制订了适当经济发展战略,故正确答

案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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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江西,12,2分)下列图表明二战后日本经济50年代至70年代 (　　)

 
A.波折发展　　 B.高速发展

C.增加率连续上升　　 D.增加率连续下降

答案    B　本题考查学生识图能力。读图可知,日本在战后二十年间经济整体呈高速发

展状态,故B项正确。

易错警示    本题轻易误选C项。读图可知1971—198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加率为4.9%,相对于

之前10.6%应为下降趋势,所以C项中“连续上升”表述错误。 第34页



11.(河南,18,1分)英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一书中指出:日本培养出工程

师比任何西方国家都多得多(大约比美国培养多50%)。它还拥有近70万名研发人员,比英

国、法国、联邦德国加在一起还多。材料反应了日本 (　　)

A.实施非军事化政策

B.制订适当经济政策

C.引进最新科技成就

D.重视培养高素质人才

答案    D　由材料中日本培养了大量工程师和研发人员,可知日本重视培养高素质专业人

才。故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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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广东,24,3分)经过让出部分国家主权,进行国家间联合,达成区域和平,促进人类文明

进步,是一项重大尝试。二战后,这一“尝试”经典事例是 (　　)

A.北约　　 B.华约

C.独立国家联合体　　 D.欧洲联盟

答案    D    由材料信息“经过让出部分国家主权,进行国家间联合,达成区域和平,促进人类

文明进步”分析可知,为发展经济、提升国际地位、保障国家安全,一些国家开始走向联合。

1993年欧洲联盟成立是这一“尝试”经典事例。故选D。

知识拓展    欧盟致力于经济、政治一体化,有统一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等。

各组员国依然为主权独立国家,但部分主权交给欧洲联盟,如实施关税同盟和共同外贸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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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广西南宁,8,1分)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和激光工业逐步成为战后美国国民经

济中支柱产业。这说明战后美国经济发展 (　　)

A.科技含量高　　B.起伏改变大

C.速度比较快　　D.债务负担重

答案    A　“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和激光工业”都属于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兴起高

科技产业。它们成为战后美国国民经济中支柱产业,说明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科技含量

高。故选A。

知识拓展　二战后,美国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利用高新技术结果,改进传统工业生产技术,发

展新兴工业和军事工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以信息产业为代表高新技术快速发展,率

先进入新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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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江西,16,2分)(节选)阅读以下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二　到3月,一个新统计在美国经济史上产生,这就是美国经济连续107个月保持

增加。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

《世界历史教师教学用书》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这一时期经济保持增加主要原因。(2分)

答案    (2)主要原因:高新技术发展;经济全球化推进。(2分)(有其它言之有理答案,参考

给分)

解析    第(2)问注意“这一时期”指是20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注意结合教材中“新经济”

出现和当初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分析主要原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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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河南,24,6分)阅读以下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在欧洲大陆,法国和德国历史上发生过屡次战争,积怨甚深,成为宿敌。在1871年普

法战争中,法国战败,把矿藏丰富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域割让给德国,并交付大量赔款。从德国

占领这两个地域第一天起,法国就开始为复仇做准备,法、德结下了“世仇”。

材料二    二战后欧洲,一片荒凉,广大地域备受折磨、饥饿。……在联合起来欧洲建立一

个“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即使远不如美国和苏联那样强大,不过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足可

在天平上投入自己砝码。经过一段时间彼此调整,法德两国渐渐地缓解了历史上对立。2

0世纪60年代,法国和联邦德国等六国成立“欧洲共同体”,一同致力于欧洲“一体化”进

程。……联合后欧洲经济深入发展,国际地位极大地提升。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法、德两国“世仇”在20世纪有哪些表现?(3分)

(2)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指出二战后促使法、德两国和解原因。(2分)

(3)历史上法德关系改变为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什么借鉴?(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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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一战前,法国和德国分属不一样军事政治集团,进行军备竞赛;一战中法、德交战;巴黎

和会上法国主张严惩德国;二战中德国占领法国。(3分,答出其中任意三点即可)

(2)两国对战争历史反思;欧洲经济萧条、破败;来自于美、苏压力(欧洲国际地位下

降)。(2分,答出其中任意两点即可)

(3)国家间应防止反抗,合作共赢。(1分,其它言之成理答案也可)

解析    (1)注意时间限定“20世纪”,必须写出最少三个事例。

(2)从普法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德两国世代为仇,并没有给欧洲带来繁荣,反而

使欧洲备受折磨,所以对战争反思是促使法德两国和解内因。二战后美、苏对欧洲压

力以及欧洲国际地位下降,也是促使法德和解主要原因。

(3)历史上法德两国关系改变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经验教训,抗争带来灾难,合作创造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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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教师用书专用

16.(江苏连云港,35,2分)普通老百姓从天天都看得见、摸得着“口袋里欧洲”中找

到一个休戚与共感觉,体验到做真正欧洲人感觉。这一现象直接来自于 (　　)

A.欧共体组建　　 B.欧盟成立

C.欧盟扩张　　 D.欧元发行

答案    D　能装在“口袋”里、“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东西只有欧元。故选D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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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江苏南京,23,1分)为推进西欧联合,法国、联邦德国等六国共同采取办法是 (    

　)

A.组建“欧洲共同体”

B.实施“科技立国”政策

C.成立“欧洲联盟”

D.成立“世界贸易组织”

答案    A　欧洲共同体是二战后法、意、联邦德国等西欧六国建立含有一定超国家机制和
职能国际组织,推进了西欧联合。故A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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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湖北孝感,21,1分)二战后,日本和联邦德国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其共同原因是 

(　　)

A.朝鲜战争对经济刺激

B.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C.政治上,保留天皇统治权

D.重视教育与科学技术

答案    D　A属于日本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原因;B属于联邦德国经济发展原因;C是指日

本明治维新不彻底性,均不符合题意。

第43页



19.(山东莱芜,23,2分)下列图是1950—1970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年均增加统计图。由

此我们能够得出正确信息是     (　　)

 
A.美国失去了世界经济霸主地位

B.联邦德国成为第二号资本主义经济大国

C.西欧各国经济快速恢复连续繁荣

D.日本实施“科技立国”促进经济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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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C　统计图反应了20世纪50—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加情况。A项,即使美国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增加迟缓,但并不能说明其失去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地位。B项,此

时日本成为第二号资本主义经济大国,而不是联邦德国。D项,“科技立国”是日本在20世纪8

0年代中期以后实施促进经济发展办法。故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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