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点”发散扩成“面” 

通史整合(十一) 工业文明的前奏—近代前期的世界 



三“线”串珠形成“链” 

政治上，英、美分别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成为

西方民主政治的两种基本形式，成为以后世界各国民主化建设的

蓝本 

经济上，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到工场手工业时期；伴随着新航

路的开辟，世界市场的雏形开始出现；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扩

张，世界市场得到拓展 

思想文化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高举人文主义

的大旗，批判封建思想，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在三次思想解

放运动的影响下，欧洲的近代科学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蕴含人

文精神的文学艺术逐渐兴起 



隐性时空记心田 

 

光荣革命    《权利法案》    责任制内阁 

独立战争     联邦制         三权分立 

新航路开辟   商业革命       价格革命 

文艺复兴     实验科学       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 



一、近代前期世界政治层面需重点研透的 2 大考向 

热点考向(一)  议会至上——英国君主立宪制 

[是什么—明历史解释] 

1．三个转移 

(1)立法权由国王转移到议会(《权利法案》颁布)。 

(2)行政权由国王转移到内阁(责任制内阁形成)。 

(3)民主权利由贵族转移到工业资产阶级(1832 年议会改革)，

并下移到全体公民。 



2．四大特点 

(1)以责任制内阁为核心。 

(2)国王是“统而不治”的虚君，是礼仪性的国家元首，首

相是最高行政首脑。 

(3)内阁对议会负责，由在议会下院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的

政党组建内阁，并由多数党领袖担任首相。 

(4)以代议制为基础，议会掌握国家大权。 



3．四个趋势 

延续性 
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从英国的早期内阁

的形成到责任制内阁的完善 

渐进性 

1689年，确立议会权力高于王权原则；1721年，形

成责任制内阁；1832年，工业资产阶级分享政治权

利；19世纪中期以后，选举权逐步扩大到普选 

创新性 如君主立宪制、责任制内阁、两党制都具有开创性 

法制化 英国政治制度的不断变化与法制化进程密切相关 



[怎看待—悟史料实证] 

材料一 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

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 

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

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摘自《权利法案》 

[解读] 《权利法案》用明确的法律条文限制国王的权力，

确立了议会主权，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从“光荣革命”的深远

影响看，“光荣革命”也是一场法治革命。 



材料二 英国的新旧势力之间相互宽容，通过彼此间的利益

让渡来解决政治冲突，而这种解决冲突的方式因此成为一种社会

调节机制。 

——摘编自陈晨《从 1688 年光荣革命看“英国式”政治冲

突的解决》 

[解读]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光荣革命”是一场政治妥协，

实现了两种对立因素相互兼容的历史运行模式。 



材料三 从某种角度看，《权利法案》的意义并不在于使议

会获得多少新的权力，而在于明确划分了议会和王权的权力界

限，使双方此后得以避免再因权限模糊而发生严重的权力冲突，

英国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其经济发展提供

了一个先决条件。 

[解读] 通过法律的形式划分了议会和王权的权力界限，避

免了严重的权力冲突；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怎分析—据史材史观] 

1．(2019·唐山二模)1707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任职法案》，规

定：凡议员得到国王任命或从国王那里领取薪俸后，就自动

失去议员资格。这一规定 (  ) 

A. 使英王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 

B. 基本上确立了责任制内阁 

C. 确立了议会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 

D. 体现了权力分立制衡原则 

解析：根据材料《任职法案》规定由国王任命或发薪的官员不

得担任议员，以确保议会组织上的独立，使议会不受国王控制，

从而可以限制王权，体现了权力分立制衡的原则，故 D 项正确。 

答案：D  



2．英国在政治上一方面“乐于遵循、服从某些古板陈旧的、约

定俗成的习惯法和规定”，另一方面“注重保持自身，善辟

蹊径，自成体系，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中造就自己的风格特

点”。这主要体现了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是         (  ) 

A．民主制与君主制相结合    B．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 

C．根植于悠久的历史传统    D．传统向现代渐进发展 

解析：“乐于遵循、服从某些古板陈旧的、约定俗成的习惯

法和规定”体现了继承传统的一面，“注重保持自身，善辟

蹊径，自成体系”体现了勇于创新的一面，故 B 项正确。 

答案：B  



3．英国代议制的确立和完善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一

些惯例。如“国王不出席内阁会议”，“一旦内阁受到下院的

反对，首相就要辞职向议会谢罪，或解散下院提前大选”，“内

阁无需预先征得国王同意，即可召开会议”等。这反映出英

国代议制的特点是(  ) 

①内阁对议会负责 ②国王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③议会权力高

于王权 ④国王、议会和内阁互不统属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英国君主立宪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国王“统而不治”，是虚君，只作为国家的象征；

议会“权力至上”，即国家的权力中心是议会；内阁掌握行政

权并对议会负责。因此本题选择①②③，故 A 项正确。 

答案：A  



热点考向(二)   民主共和——美国的民主共和制 

[是什么—明历史解释] 

1．美国民主制的两大基础 

《五月花
号公约》 

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契约性质的文
件，声明了建立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并赋予政
府颁布法律和任命官员的权力，同时也认可了
法律和政府的权威 

《独立宣
言》 

包含了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人民主权论
和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等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
政治理论，北美人民将上述理论转化为现实的
权利和政治革新的指导原则 



2．美国 1787 年宪法的四种精神 

务实 

理性 
简洁的文件，既贯彻了中央集权原则，又避免了专制，
使新生国家化险为夷，体现了其务实理性的特征 

锐意 

创新 

民主共和制彰显了这部宪法的创新特质，在实践上打
破了共和制只能在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实行的传统认
识，通过联邦制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等，体现出宪
法的创新特质 

与时 

俱进 

美国自1787年宪法制定之后，至今未制定新宪法，它
采用不断增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来实现美国宪法的发
展。它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历久弥新，为美国长期
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提供了保障 

妥协 

精神 

学者们一般认为制宪会议上有三大妥协：大州和小州
就国会代表权达成妥协；北部与南部就税收和代表权
上如何计算奴隶人数达成妥协；北部和南部就管理对
外贸易和征税达成妥协 



[怎看待—悟史料实证] 

材料一 麦迪逊先生：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开，是保护

公民权利的基本要求；让三者相互独立，则是保证它们分开的基

本要求。如果行政官要讨好议会才能再次当选，依赖心就会使行

政官独立不起来。……就会把议会弄成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又是

法律的执行者。 

——摘编自[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册) 

[解读] 麦迪逊认为只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互相独立、

相互分开，才能保护人权。这是启蒙思想家主张的历史实践，体

现了政治与思想的结合。 



材料二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众议员人数及直接税，

应按联邦所辖各州的人口数目比例分配，此项人口数目的计算

法，应在全体自由人民——包括订有契约的短期仆役，但不包括

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数目之外，再加上所有其他人口之五分

之三。„„ 

——摘编自《美国历史文献选集》 

[解读] 由材料可以看出，1787 年的美国宪法承认了南部的

奴隶制度，打上了种族歧视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