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考点突破
板块六　世界现代史

第二单元　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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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大危机爆发95周年（7年1考）　罗斯福新政（7年3考）

2022版课标：通过了解经济大危机和罗斯福“新政”，初步理解国家

干预政策对西方经济的影响。



1.经济大危机

时间 1929年至20世纪30年代 首先爆发国家 美国

原因

（1）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

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2）主要原因：贫富差距扩大，生产相对过剩，供需不平衡

（3）直接原因：大量资金进入股票市场，出现了全国性的股

票投机活动

（4）政策原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使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

状态

爆发
1929年10月下旬，美国股票价格突然暴跌，一场规模空前的

经济大危机迅速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表现
股票市场崩溃、工业产量下降、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失业

人数激增、社会秩序混乱（2020.28）

特点 波及范围特别广、持续时间特别长、破坏性特别大

影响

（1）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沉重的打击，激化了资本主义世界固

有的矛盾，人民深受其害

（2）为摆脱危机，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德国、日本走上法

西斯道路，法西斯不断对外扩张，国际局势紧张，加速了二

战的全面爆发

                 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主要发生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

并非全世界，没有涉及苏联，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计

划经济。



2.罗斯福新政

时间 1933年开始 领导人 罗斯福

背景

（1）经济大危机冲击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沉重打击了美

国经济

（2）美国总统胡佛采取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使经济危机不断

加重

目的

（1）直接目的：应付经济大危机，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国民

经济秩序

（2）根本目的：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主要
内容

（1）整顿金融体系（开始）：通过《紧急银行法案》，对银
行业进行整顿，恢复银行信用
（2）加强对工业的计划指导（中心措施）：通过《 　全国工
业复兴法　》，制定公平竞争法规，协调各个工业部门的企
业活动；规定雇员有组织起来进行谈判的权利，确定最低工
资标准，限制工时；通过《全国劳工关系法》，在一定范围

内维护工人合法权益
（3）调整农业政策：通过《农业调整法》，对全国农业生产
和销售进行调节，限制产量，稳定农产品价格
（4）推行“ 　以工代赈　”：通过投资兴建大量公共设施，
如水库、发电站、公路、桥梁、机场、运动场、公园等，为

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
（5）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社会保障法》，建立社会保
障制度；建立应急的救济机构，利用过剩物资救济失业家庭

全国工
业复兴法　

以工代赈　



特点
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指导，采用国家干预手段来扭转经

济形势（2017.24）

实质
美国政府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作出的政策调整（资

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影响

（1）对美国：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工业生产有所恢复，就业

人数逐步增加，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增强了美国政府的宏观

调控能力，恢复了美国人民的信心（2018.22）

（2）对资本主义：开创了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先河，使

资本主义制度得到调整、巩固与发展，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

了深远影响

局限

性

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无法解决美国社会的根本矛盾

（2022.27）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　德国法西斯政权（7年1考）　日本法西

斯政权

2022版课标：通过了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意大利法西斯和纳粹德国

的对外扩张，知道德国、意大利、日本侵略集团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罪魁祸首。（新提法）



1.意大利法西斯政权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意大利经济衰退，政治混乱，工农运

动高涨，中央政府几乎瘫痪。 　墨索里尼　乘机组织法西斯党

建立 1922年，法西斯党徒向罗马进军，法西斯政权在意大利建立起来

对外

扩张

1935年，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6年宣布正式吞并埃

塞俄比亚

墨索里尼　



2.德国法西斯政权

背

景

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德国，广大中下层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加

剧；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徒煽动人民的复仇情绪，从而赢得

广泛支持

建

立

1932年，在国会选举中，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1933年， 　希

特勒　出任德国总理，建立法西斯专政，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 　欧洲　战争策源地形成

希

特勒　

欧洲　



对内

独裁

纳粹党利用“ 　国会纵火案　”，打击德国共产党，解散工

会；加强思想控制，焚烧进步书籍；残酷迫害和屠杀犹太人

[2021.33（1）]

对外

扩张

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积极扩军备战；1935年公开撕毁《凡尔

赛条约》，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起庞大的军队；1936年派

兵进驻莱茵非军事区；1938年吞并奥地利；1939年吞并捷克

斯洛伐克

国会纵火案　



3.日本法西斯政权

背

景

经济大危机使日本经济受到重创，国内外矛盾激化，出现了法

西斯组织

建

立

1936年，受军部控制的 　广田弘毅　上台组阁，建立法西斯专

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争策源地形成

对

外

扩

张

1931年，策划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扶植傀儡政权

“满洲国”，并进一步蚕食中国的华北地区；制定《国策基

准》，把“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海洋发

展”定为日本的根本国策；1937年7月7日，制造七七事变，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

广田弘毅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85周年（7年4考）

2022版课标：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进程和主要战场，知道《联

合国家宣言》和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等重要国际会

议，了解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艰巨性和胜利原因。（新提法）



时间 1939年9月—1945年9月

爆发

原因

（1）根本原因：帝国主义各国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2）直接原因：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刺激了法西斯国家

对外侵略扩张的欲望

（3）历史原因：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德国和日本的压制，

引起了两国的不满

（4）其他原因：20世纪30年代，英、法等国推行绥靖政策，

助长了法西斯侵略的气焰



交战

双方

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为主的法西斯国家与以中国、美国、

英国、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国家

主要

战场

欧洲西线战场、北非战场、欧洲东线战场（苏德战场）及亚

洲太平洋战场（包括中国战场）等

主要

进程

序

幕
1931年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事

态

升

级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1937年，

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初步形成；1940年9月，法西斯

同盟正式建立



主要

进程

全面

爆发

 　1939　年9月1日凌晨，德军突袭波兰。波兰的盟国

英、法被迫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全面　爆发

规模

逐渐

扩大

（1）欧洲西线战场：1940年4月起，德国先后打败了丹

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并对英国实施了猛

烈的轰炸

（2）欧洲东线战场（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6月，德

国突袭 　苏联　。苏联军民顽强抵抗，赢得了 　莫斯科

保卫战　的胜利，粉碎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2019.2

3）

1939　

全面　

苏联　 莫斯科

保卫战　



主要
进程

规模
逐渐
扩大

（3）太平洋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　年12

月7日，日军偷袭位于 　珍珠港　的美国海军基地；次
日，美、英对日宣战，德、意也对美宣战；日本还向
东南亚等地区发动了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 　最
大　规模

反法
西斯
力量
走向
联合

（1）概况： 　1942　年1月，美、英、苏、中等26个

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 　联合国家宣言　》。签
字国保证使用自己的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对德、日、
意及其仆从国作战，相互合作，决不单独同敌人停战

议和
（2）意义：《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标志着 　世
界反法西斯同盟　的正式形成；各国为了一个共同的
目标，相互支援，协同作战，逐渐扭转了战争的形势

1941　
珍珠港　

大　

1942　
联合国家宣言　

世
界反法西斯同盟　

最　



主要

进程

形势

转折

（1）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42年7月—1943年2月，

苏联在 　斯大林格勒　大败德军。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转折点　，此后，苏军连续进

攻，扭转了苏德战场的形势

（2）中途岛海战：1942年，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使

日军再也无力在太平洋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斯大林格勒　

转折点　



主要
进程

走向
胜利

（1）意大利投降：1943年7月，墨索里尼政府垮台，不
久，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
（2）诺曼底登陆：1944年6月，美、英盟军成功登陆法
国诺曼底，开辟了欧洲 　第二战场　，德国陷入东西两
个战场的夹击之中
（3）开罗会议：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
开罗会晤，并于12月初发表《开罗宣言》。宣言明确规
定：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例如东北地区、台湾及其
附属岛屿、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2017.26（3）]

第二战场　



主要

进程

走向

胜利

（4）雅尔塔会议：为协调盟军行动，取得战争的最后

胜利，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

尔、斯大林在雅尔塔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彻底消灭德国

法西斯主义，战后德国由美、英、苏等国实行分区占

领；决定战后成立联合国；苏联承诺在欧洲战事结束后

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

（5）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

波茨坦召开会议。会议重申了雅尔塔会议的精神，并以

中、美、英三国的名义发表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

公告》，公告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



主要

进程

战争

结束

（1）德国投降：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无条件

投降书，欧洲战事结束

（2）日本投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

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

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而结束

性质 世界人民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2018.23）



特点
规模大、历时长、参与人口众多、伤亡大、波及范围广、战

争异常残酷

影响

（1）对人类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

战争，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和人口卷入其中，给人类社会和世

界文明带来了巨大灾难

（2）对世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法西

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通过战争称霸世界的野心，彻底结束了列

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的历史，促进了世界殖民体系的

瓦解，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



影响

（3）对世界格局：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从以欧洲为中心走向

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

（4）对中国：中国牵制着大部分日本陆军，为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

重，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5）对科学技术：客观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为第三

次科技革命奠定了基础（2023.27）

胜利

原因

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世界

各国人民的相互支援（根本原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反

侵略、捍卫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正义战争；各国人民在战

争中坚强不屈、英勇作战



启示

和平来之不易，世界大战的悲剧绝不能重演；社会制度和意

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能够联合起来，共

同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人类命运休戚与共，

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求得共同发展

                 1.直接促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的事件是1941年12月日军

偷袭珍珠港事件。2.德国投降只是欧洲战事结束，日本正式签署投降

书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决定建立联合国是在二战即将结束

前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联合国的建立是在二战之后。



 

1.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的突出贡献（时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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