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关系专题》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

概况： 时代特征：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
矛盾：从法德矛盾到英德矛盾
结果：瓦解四大帝国，削弱英法，美国和日本崛起，
      诞生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

时间轴

一、时代特征下知识框架的建构



知识框架
背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
      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两大军事集团。
      萨拉热窝事件是导火线。
      20世纪初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进程：三条战线：西线、东线、南线（东西线是主战场）
       三个阶段：1914年、1915-1916年、1917-1918年
       三大变化：1917年美国参战，中国参战，十月革命
       四大战役：马恩河战役、年凡尔登战役、索姆河战役、日德兰海战

后果：帝国主义战争；削弱并动摇了欧洲的世界优势地位；
      促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觉醒；
      美国的参战和十月革命胜利开始改变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
      战后人们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运动日益高涨。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一、时代特征下知识框架的建构



• 世界联成了一个整体
• 中国被卷入以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政治：《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府院之争”，反映帝国主义间的争夺；

辛亥革命，捍卫民主共和斗争；“二十一条”。

经济：中国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

思想：新文化运动兴起；实业救国、民主共和思潮。

一、时代特征下知识框架的建构

变化：

说明：

思考：19世纪末—1918年，中国社会有哪些变化？说明了什么？



概况：
时代特征：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出现短暂和平

矛盾：转变为战胜国与战败国、战胜国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等矛盾

结果：短暂和平被打破，经济危机激化矛盾。

一、时代特征下知识框架的建构

时间轴

（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的和平（1919-1939年）



凡尔赛-华盛顿
体系

知识框架 含义：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与会各国缔结以《凡尔赛条约》和
《九国公约》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条约，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帝国主
义的国际新秩序。

国际联盟：第一个主权国家的世界性国际组织成立；成立的宗旨是
促进国际合作和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初期在处理争端和促进经济
恢复上发挥一定作用。“全体一致”原则使制裁侵略失效；英法操
纵国联。

实质：帝国主义列强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地区以及东亚和太平地区
确立国际关系新秩序。暂时协调了帝国主义矛盾， 决定了这一和平
体系的不稳定性。

内容：承担战争罪责、重划疆域、放弃海外殖民地、限制德国军备、
支付赔款；限制大国海军军备；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但保留日本的诸
多特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成为侵华的共同原则。

一、时代特征下知识框架的建构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下的和平尝试

《拉巴洛条约》实现了苏俄和德国不同社会制度间的和平共处。

《洛迦诺公约》通过协商改善法德关系，促进战后德国经济的恢复。

《非战公约》规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的原则。

历史启示

动态的、渐进性

围绕经济利益的争夺

经济实力是关键

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

大国间通过外交协商解决冲突是有益的尝试

知识框架

一、时代特征下知识框架的建构



印度：甘地领导下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多次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中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收回了汉口     

      九江的英租界。

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侵略，坚持游击战争，最终击败侵略军，于1941年恢
            复国家独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民族民主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动摇了

世界殖民体系，冲击着帝国主义维护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一、时代特征下知识框架的建构

思考：一战后亚非民族民主运动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概况： 时代特征：20世纪30年代政治经济不平衡使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逐步瓦解
矛盾：法西斯国家与反法西斯国家的矛盾
结果：二战，法西斯国家被消灭，英法削弱，美苏盟友关系破裂

时间轴

一、时代特征下知识框架的建构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



背景

进程

知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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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 经济危机使德国、日本法西斯政权建立，欧亚战争策源地形成。
• 局部反法西斯战争失败，使法西斯轴心国形成。
• 英法美对法西斯国家采取绥靖政策
• 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集体安全落空。

爆发：“九一八事变”，德军突袭波兰，法国沦陷，不列颠之战

扩大：德军突袭苏联，日军偷袭珍珠港，二战达到全球战争规模

转折：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中途岛海战 ，阿拉曼战役，

      斯大林格勒战役。

胜利：意大利投降，开罗会议及《开罗宣言》，德黑兰会议，

     诺曼底登陆, 雅尔塔会议，《波茨坦公告》，德日投降。

一、时代特征下知识框架的建构



胜利

意义

对侵略和扩张不能纵容，和平需要共同维护，要警惕历史重演。

知识框架 • 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一场空前的浩劫
• 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国际格局根本改变
• 世界殖民体系瓦解，诞生新民族国家，科技革命

教训

经验

• 各国联合，对付共同灾难。加强合作，求得发展。
• 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任何形式的侵略扩张。
• 国际合作共赢是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途径。

一、时代特征下知识框架的建构



经济互相支援：《租借法案》获得大量援助，进行持久的抗日战争

政治团结协调：《联合国家宣言》签署，标志国家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              

               开罗会议，签署《开罗宣言》宣告日本占领中国的领土归还中国

军事协调配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国际法庭对日审判：东京审判

地位：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的东方主战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时代特征下知识框架的建构
思考：以中国为例，说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胜的原因及中国的地位。



概况： 时代特征：从两极格局向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
矛盾：美苏矛盾
结果：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局部战争不断，苏东剧变，两极格局解体

时间轴

一、时代特征下知识框架的建构
（四）雅尔塔体制下的冷战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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