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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F_B2_E6_95_99_E6_c38_60835.htm 一、 教材分析 1、教材的

地位：本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包容世界

格局、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经济大危机、法西斯的对外

侵略扩张等四个方面。本 节教材为第二节，涉及英法意美日

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20年代政治、经济、 外交，由此反映

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具体表现，并体现资本主义各国政

治、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并未消失，发展

中潜伏着危机，稳定中 隐藏着矛盾，预示着将出现新的经济

危机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因此是本章教材 的中心环节部分。

2、教学目的：①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

治、经济、外 交的基本表现。②培养学生比较分析能力，把

握各国历史发展的突出特点；运 用辩证观点分析经济实力与

政治变动、对外关系的联系。③认识民族独立斗争 的正义性

、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认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罪行

，激发学 生振兴中华的情感。总之，让学生在认知、能力、

情感、态度等方面的素质得 到提高。 3、教学的重难点：①

重点：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特征、美与日等国经 济发展

及对外关系；②难点：英国自治领的分离运动、意大利法西

斯上台。 二、 教学方法： 教科书采取分述形式，对英、法、

意、美、日逐国叙述，以此来反映资本 主义世界20年代的历

史状况。教学过程中既要了解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 特

点，又要整体把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时代特征。因而采取

两种方法，一是 阶段特征教学法，引导学生从政治、经济、



外交等方面得出本质属性和根本趋 向，把握1924至1929年资

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独特之处。二是采取比较法，启 发学生运

用异同律去比较各国历史发展的共性和个性。 要求学生积极

参与教学过程，运用阅读理解方法去感知教材。运用分析比 

方法去掌握知识并深化对教材的认识。运用整体认知方法去

把握资本主义发 展的内在联系。 三、 教学设计： 1、简要提

示，导入新课：课前先作两点提示：①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

政治 动荡和相对稳定交替出现。②大战后新的政治经济发展

不平衡，各国的政治、 经济、对外政策出现新的变化。点明

了理解本节教材内容的基本点和主要方向， 又作为教材的过

度和衔接。 2、把握特征，整体认识：对本节教材的三个子

目作了新的调整，按两条基 本线索：一是“相对稳定时期的

出现”，二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基 于由整体到

局部的教学原则，对相对稳定时期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

补充内 容进行分析说明。特征：①政局相对稳定，②经济持

续发展，③国际关系暂时 缓和 原因：①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

解放运动被镇压，走向低潮，②各国调 整经济政策和美资本

输入，③“凡华体系”形成。旨在让学生把握此阶段 的历史

特征，整体认识，站在宏观的角度去审视历史发展的进程。

3、设计问题，深化认识：讲解“英国盛转衰”及“法国经济

的发展和对外 政策”时，在讲清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设计两个

小问题：英国政党政治变化和调 整殖民政策的原因中有何相

似因素（经济实力的下降）法国在经济困难时能暂 时维持欧

洲大陆霸主地位的因素是什么？前者主要认识经济与政治的

关系，后 者主要通过逆向思维，把握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与

法国的关系。 4、深入分析，突破难点：同为战胜国的意大



利，为何会建立法西斯专政， 法西斯专政的实质是什么？学

生疑问较多。深入分析其背景是解决疑难的关键： 意大利原

是帝列强中实力最弱的（基础最薄弱），战后又陷入严重的

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导致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是战胜国中政治

最动荡的国家? 加之，在主 要的战胜国中意大利分赃最少，

垄断资产阶级需要扭转在国际上的被动局面。 通过几个“最

”字，表明意大利法西斯上台，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深刻

原因。 墨索里尼法西斯组织乘机发展势力并掌握政权。法西

斯对内独裁统治，对外侵 略扩张，它表明了意大利资产阶级

在稳定统治秩序时选择了与资产阶级民主制 度不同的道路。

5、学生阅读、归纳比较：重视讲与读相结合，在学生阅读教

材的基础上要 求学生归纳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因、表现；归纳

日本侵华活动的表现；比较五个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

济、外交关系的异同。提高学生归纳比较能力，加 深理解资

本主义国家在20年代经济都得到发展，政权都得到巩固，但

条件不同， 采取的措施不同，政治道路和对外政策有别，这

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 表现，这种不平衡性将导致新

的矛盾和斗争。 6、承上启下，埋下伏笔：本节教材反映的

是资本主义战胜国，而作为主 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战败国的德

国又是怎样的呢？德国在十一月革命后进入魏玛 共和国时期

，在20年代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又步入了经济政治

大国的 行列，德国的崛起具体情况，将是下节教材讲述的内

容。这样既保持了内容的 完整性又为下节课作了简单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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