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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9_99_85_E7_c38_59672.htm 复习提问 我国现阶段的

主要矛盾是什么？解决它关键是什么？ 如何理解科学技术就

是生产力？ （以上设问，是为理解新知识当代国际社会的竞

争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 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进一步

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性。 导入新课 国际间的竞争是多方

面的，有军备竞争、贸易竞争、体育竞争等，那么，究竟当

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什么呢？本节课我们就学习这个问题。 

当代的国际竞争（板书） 竞争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才

会得以发生，国际间的竞争也是一样，是由国家与国之间的

关系或不平衡引起的，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国际竞争的主体的

情况。 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板书） 世界两极格局的终结和多

极化趋势的出现。（板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形成了

以美苏对峙为标志的世界两极格局。其特点是：（投 影）1

）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由苏联、东欧和亚洲

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2）两大阵营之间互相对

峙，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展开激烈

斗争。 自7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西欧和日

本经济的发展，国际舞台上活动的角色越来越多，其特点是

：1）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多种力量，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

（“极”是指国力强，对国际事务影响较大的国家或集团。

）2）前苏联的解体使美苏两极对抗格局已经终结。3）国际

形势总的趋势是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为对话。 当前，

世界多极化进程在逐步加快。（板书） 请同学们阅读课文



第154页楷体字部分，并思考：为什么说当前世界形成了多极

化趋 势？（教师归纳）。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多种

力量，并逐步加快世界多极化趋势。表现在：1）第三世界作

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2）2）社会主义中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

改革的深入，拥有日益发展的经济实力，在国际舞台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3）西欧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经济总体实力

已经与美国相等；4）日本经过60~70年代的发展，成为世界

的金融大国和债权大国；5）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

已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力不从心，惭失昔日的霸主地位；6）俄

罗斯实力虽然有所削弱，但仍有巨大的经济、科技和强大的

军事力量。可见，国际舞台上出现了多种力量，这必将逐步

加快世界多极化的进程。 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板书） 国际

竞争的内容。（板书） 国际间的竞争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军备竞争、商业竞争、贸易竞争、金融竞争和体育竞争等。 

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

的较量。（板书） （学生阅读课文，要求弄清两个问题：1

）什么是综合国力？2）增强综合国力的重大意义是什么？教

师进一步说明国际竞争所以转向综合国力较量的原因。） 世

界向多极化发展过程中，竞争越来越激烈，任何国家、任何

民族、任何集团，都不可能稳坐“钓鱼船”或永独占鳌头。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最终决定一国

国际地位的因素，不是单纯的军事实力，而是以经济、科技

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 所谓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

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即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国际

影响力的合力，它包括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



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等七个方面，其中，经济力和科技

力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让我们具体探讨一下综合国力七

个方面的内容： 政治力。政治是指国事，它在国力构成中具

有重要的核心地位。包括国家政权性质、政治体制、政治目

的、内外方针政策、政府素质、领导决策管理能力、国民凝

聚力及国际政治环境等。我国的政治力1989年居世界第3位。 

经济力，经济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根基。经济力在国力构成

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包括经济实力（即工业实力、农业

实力、商业实力、金融实力、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能力等）

、经济体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国民生产总值、对外经济

关系等。我国的经济力1989年居世界第8位。 科技力。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它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有重要作用，也是

国力构成中具有先导性作用的要素。它包括科技队伍的数量

和质量、科技投资、设备、科技体制、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

进步的贡献力等。我国的科技力1989年居世界第9位。 国防力

。它是指保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防务能力。它包括武装

力量的数量和质量、武器装备、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国防

资产、国防工程、国防观念、军事理论、军队编制、军队训

练水平等。我国的国防力1989年居世界第3位。 文教力。它包

括教师队伍、文化工作者的数量和质量、文化教育的规模、

结构体制和国民文化水平、文化传统和文化影响力等。我国

的文教力1989年居世界第3位。 外交力。是一个国家在对外活

动中以及国际事务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它包括外交政策、对

外活动、处理国际事务的立场和态度以及对国际的贡献能力

等。我国的外交力1989年居世界第3位。 资源力。主要是指资

源和环境，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它



包括自然资源、国土、气候、水、生物、矿产、人力资源（

数量和质量）、地理条件、环境保护能力等。我国总体资源

虽然较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却较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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