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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课　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

历 史



内 容 索 引

课前篇 自主预习

课堂篇 探究学习



课标定位

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对国际秩序的

影响 



素养解读

(1)能够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原因和发展概况

(2)能够运用列表的方法比较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历史背景、

特点等,学会归纳、比较重大历史事件的方法

(3)通过学习认识到帝国主义加紧对各国人民的掠夺和压榨,是导

致这一时期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重要因素,体会到各国人民争取

民族解放的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培养家国情怀



课前篇 自主预习



一、亚洲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1.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削弱了帝国主义势力,推动了亚

洲民族民主运动的深入开展。

2.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中,中国收回

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蒋介石背叛革

命后,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3.印尼反对荷兰的殖民统治

(1)起义:1926—1927年,印尼共产党领导了第一次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武

装起义,工人和农民纷纷响应。起义扩展到全国多个地区。

(2)结果:荷兰殖民当局调动大批武装力量,残酷镇压起义。革命力量被严

重削弱,印尼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3)意义:印尼民族大起义得到世界革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民族资产阶级政党

(4)发展:1927年,苏加诺等人成立印尼民族党,采取与殖民当局不合作政策,

争取民族独立。 



4.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1)第一阶段:1920—1922年,阿姆利则惨案发生后,甘地号召印度人民通过

放弃英国人授予的爵位、封号和名誉职位,罢课、离职、抵制法院和立法

机关,恢复手工纺织和不买英国布,以及抗税等手段,与英印当局斗争。

(2)第二阶段:1930—1934年,甘地向英印当局提出降低地税、废除食盐专

卖、取消盐税、实行关税保护、释放政治犯等要求。

(3)第三阶段:1940—1942年,甘地发动了要求英国立即撤离的“退出印度”行
动。英印当局逮捕了甘地和国大党重要领导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陷入低

谷。

5.西亚: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爆发了反对英法占领的斗争。 



二、非洲独立意识的觉醒

1.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多数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尚处于萌芽和酝

酿时期,但一些北非和东非国家的民族独立意识已经觉醒。

2.表现

(1)埃及人民在以扎格鲁尔为首的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领导下,通过游行、

示威、罢工、罢课、罢市,以及进行街垒战等斗争方式,迫使英国作出让步

,承认埃及为独立主权国家。1922年3月,埃及宣布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国家

,1923年颁布第一部宪法。



(2)摩洛哥里夫地区的人民在酋长克里姆领导下,多次打败西班牙和法国侵

略军。1923年,克里姆联合12个部落,建立里夫共和国。1926年,共和国被

西、法殖民军扼杀。

(3)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6年,墨索里尼

宣布兼并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人民坚持游击战争,最终与反法西斯同

盟国军队一起,击败了意大利侵略军,1941年恢复了国家独立。



名师提示 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的战争是其反侵略史上的光辉篇章,不畏

强暴、英勇斗争的埃塞俄比亚人民在持续6年的抗战中给意大利法西斯以

沉重打击,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也鼓舞了其他被压迫

民族的解放斗争。



三、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与改革

1.概况: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丁美洲进入民族民主革命和改革时期。

2.表现

国家 特点

阿根廷 共产党领导,举行反对外国资本的罢工,与警察战斗

智利
左派力量团结其他社会阶层,成立民族阵线联合政府,防止法

西斯势力上台



国家 特点

尼加拉

瓜

1926年,桑地诺领导反对美国扶植的反动独裁政权的武装斗争,

以“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国土”为目标,高举象征“自由或死亡”的
战旗,迫使美军于1933年撤出尼加拉瓜。桑地诺被誉为“人民的
良心”和“美洲自由的标志”

墨西哥

卡德纳斯任总统期间,对内推行土地改革,改组国民革命党,发

展教育,限制教会,遏制军人势力,确立总统一任制度;对外捍卫

国家主权和本国资源,将石油行业收归国有,引领墨西哥走上

现代化之路



3.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

义,动摇了世界殖民体系,成为影响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



拓展提升 拉丁美洲各国在独立100多年后,为什么还要继续进行民族民主

革命?

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在经济上依然保留半封

建的单一的大地产制,无法顺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冲击;地主集团为巩固

本阶级的利益,不断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拉丁美洲又相继沦为半殖民地。

政治的动荡、经济的落后、美英等国的政治干涉和经济掠夺都阻碍着拉

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课堂篇 探究学习



情境体验

探究点一  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材料一　我确信,不合作是正义的,是一条宗教原则,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

力,它完全符合宪法。……只要叛乱就其通常含意是指用暴力手段夺取公
正,我以为无论成败都是不合法的。相反,我反复向我的同胞言明,暴力行

为不管能给欧洲带来什么,绝不适合印度。

——摘编自甘地《论不合作》



材料二　非暴力抵抗是一种自我纯洁的过程。而我们的斗争又是神圣的

斗争,所以在开头的时候,有一个自我纯洁的行动,似乎是很合理的。让印

度的全体人民在同一天停止工作,把那一天同时当作是绝食和祈祷的日子。

……孟买的总罢市是完全成功的……那时的盐税是很不得人心的,而且不

久以前还有过一次争取取消盐税的强大运动。我因此建议人民可以不顾

盐税法,在各自家里,用海水造盐。我还有一个提议是售卖禁书……将这两
本书重新排版并公开售卖似乎是进行文明的不服从的最简易的方法。

——摘编自甘地《甘地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材料三　乔治·奥威尔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还做出了另一番的解释:在每

次危机中,甘地都会挺身而出,制止暴力——从英国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

印度人根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在甘地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40多

年里,警民总共将近8 000人死亡。在英国人撤离的一年之内,印度人自相

残杀约达100万人。



情境解读 材料一中甘地提出不合作运动是一种“宗教原则,是每一个人的

天赋权力,它完全符合宪法”,分析可知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目的是通过

这一方式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最终赢得印度的独立。材料二的关键信息

是“让印度的全体人民在同一天停止工作,把那一天同时当作是绝食和祈

祷的日子……那时的盐税是很不得人心的,而且不久以前还有过一次争取

取消盐税的强大运动……用海水造盐。我还有一个提议是售卖禁书”,据
此归纳概括其内容即可。材料三的关键信息是“从英国人的角度看,这意

味着印度人根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在甘地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

40多年里,警民总共将近8 000人死亡”,据此分析运动的不足。



互动探究(1)材料一反映了甘地的什么思想?其主要目标是什么?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甘地倡导“非暴力抵抗”的主要内容。
(3)材料三认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存在什么不足?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非暴

力不合作运动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产生的积极影响。

提示 (1)思想:非暴力不合作。目标:争取印度的独立。

(2)内容:号召罢市、绝食祈祷、自制食盐和售卖禁书。

(3)不足:限制了反帝运动的发展;无法阻止暴力冲突。积极影响:打击了英

国的殖民统治,增强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印度最终独立奠

定了基础。



素养史论

唯物史观——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影响
(1)积极性

①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发动了印度人民大众投身民族解放运动,

沉重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②增强了印度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为印度日后独立奠定基础。

③创造了一条民族解放的独特道路。



(2)局限性

①甘地常以违背“非暴力”的原则为由停止运动,挫伤群众斗争的积极性。

②“非暴力”原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群众运动的发展,丧失革命时机,延

长革命过程。并且在反革命镇压下,徒手的抵抗只能是无谓的牺牲。

③甘地始终对英国政府抱有幻想,反映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

的动摇性和妥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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