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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课件内容为2020届高三备考二轮复习课件，根据全国高考

题考点整理，用真题考点来备考训练复习相关知识点。

2.实用：课件是2020届备考二轮日常课堂使用课件，经过当时实践

检验，实用性和针对性还是相对比较强，老师们可以结合学生学情，

复习进度再根据自身教学特点、风格和经验判断，有所取舍，希望

可以帮助到2021届的备考。

3.若有不足之处，还请包涵谅解，批评指正！祝愿大家2021备考大

吉，高考必胜！

【说明】



【考 点：12-19】

一、两次工业革命

1.19·全国Ⅰ·34—第一次工业革命：瓦特改良蒸汽机

2.18·全国Ⅰ·34—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原因

3.18·海·19—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城市化显著

4.17·全国Ⅰ卷·33— 一工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5.16·全国Ⅱ卷·33— 一工：英国环境污染导致人口死

亡率提高

6.16·全国Ⅲ卷·33——一工：19世纪60年代美国铁路轨

距建设

7.16·海·13—一工：英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世界市场

8.15·全国Ⅱ卷·32—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英国殖民扩张

9.15·全国Ⅱ卷·33—第二次工业革命



【考 点：12-19】

一、两次工业革命

10.15·海·12— 二工：德国政府鼓励发明专利

11.15·海·18—二工：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

12.14·海·20—第二次工业革命；1929～1933年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的危机



【世界近代史：时间划分】

1.14世纪至16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兴起——萌芽时代——向工

业文明迈进时期

（开辟新航路、世界市场雏形出现）

2.17-18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工场手工业时期—开

启工业文明大门的政治革命时期

（重商主义、殖民掠夺扩张、世界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

3.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蒸汽时代的资本主义—工业

化时代—工业文明时代的确立与扩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出全球范围的海外扩

张、商品输出、资本主义市场初步形成）

4.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电气时代—工业

文明时代的纵深发展时期

（第二次工业革命、垄断组织、资本输出、资本主义市场最

终形成）



本时段包括两个时期；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8世纪中

期～19世纪中期)，又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

时期(19世纪70年代到1918年)，又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1.政治：

1)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在全球确立；

2)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划分殖民势力范围，进入帝国主义；

3)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与发展；

4)亚非拉民主反殖民求解放的民族解放运动；

5)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二、阶段特征】



2.经济：

国际贸易；殖民扩张；武力逼迫—世界市场初步到最终形成；

生产力：两次工业革命：蒸汽时代；电气时代；

生产关系：组织形式：手工工场—工厂—大企业垄断时代；

经营者革命：生产经营权合一—生产经营权分立，股份制兴起；

经济政策：重商主义—自由主义；

商品输出—资本输出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

3.思想：启蒙思想迅速传播；

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兴起。

4.科技：蒸汽动力到电力动力

【二、阶段特征】



【概念解读】 工业革命、工业化、城市化

1.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或技术革命，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完

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是以机器生产逐

步取代手工劳动，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

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是它既是生产领域里的一场的技术革

命，又是社会关系方面的一场革命（产生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

无产阶级）。它开创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两个时代——蒸汽时代

和电气时代。

2.工业化：是指工业或第二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

上升的过程。是近代化内容之一。

3.城市化：一般认为，是一个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

业地域转化为非农业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

往往是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及产业调整的结果。



一、蒸汽力量：工业革命

（一）工业革命背景：

1.条件：

（1）政治前提：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政治局势的稳定；

（2）可能性与必要性：

资 金：殖民掠夺，圈地运动，奴隶贸易；

劳 动 力：圈地运动

原 料：殖民掠夺，圈地运动

技 术：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市 场：殖民扩张和殖民战争（必要性）

（3）社会环境：重商、趋利，重视科学与技术，保护专利。

三、主干梳理—两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一）蒸汽时代的到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突破核心考点



【概念解读】 圈地运动

1.含义：14、15世纪，在农奴制解体的过程中，英国新兴的资

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份地

及公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限制或取消原有

的共同耕地权和畜牧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

大牧场、大农场。

2.作用：

牺牲农名的利益，土地所有制发生变化；

为资本主提供自由劳动力，促进城镇化，扩大市场及原料；

资本主义经济深入到农村，加速到农村小农经济解体；

促进农村生产力和农业的发展；

为资产阶级革命做准备，推动工业革命的发展；

阶级关系发生变化。



一、蒸汽力量：工业革命

（二）工业革命进程及表现：

1.机器发明——从珍妮机（1765年）到蒸汽机（1785年）

纺织速度和布面加宽—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供不应求

纺纱速度加快问题——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骡机

织布速度提高问题——水力织布机

动力问题得以解决——瓦特改良蒸汽机

【注意】珍妮纺纱机最先完成了从工具到机器的转变，它推

动了与此相关的织布、动力、运输等一系列行业发明和机器使

用，揭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标志工业革命的开始；

改良的蒸汽机将人类推到蒸汽时代，成为工业革命标志性

发明。

2.社会生产——从手工工场到工厂

三、主干梳理—两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一）蒸汽时代的到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突破核心考点



【概念解读】 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

1.手工作坊：封建社会城市中的手工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手工

作坊主拥有私人生产资料，分散经营，以本人的手工劳动为主

要生活来源，一般不雇用工人，只有做辅助性工作的帮工和学

徒。帮工、学徒没有工资，仅有维持生计的微薄报酬。因此，

作坊主与帮工、学徒之间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2.手工工场：可分为分散的手工工场(指简单协作)和集中的手

工工场(即工场手工业)两个阶段。简单协作没有改变手工的劳

动工具和操作方法，仅是在同一工场主指挥下的协同劳动；工

场手工业是以手工技术和雇佣工人的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其规

模、分工与技术均比手工作坊进步，更主要的是其生产组织形

式与手工作坊有本质区别，存在着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概念解读】 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

3.工 厂：泛指机器大生产，即使用机械化劳动代替手

工劳动的企业。18~19世纪，经过工业革命，机器在生产中广

泛应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工厂和手工工场相比，虽然同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范畴，

但它采用了机械化大生产，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这是人类

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折射

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沧桑变迁，反映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

主义、机器大生产取代手工劳动的历史必然。



一、蒸汽力量：工业革命

(二)工业革命进程及表现：

3.交通运输业——从人力畜力风力水力到机械动力

火 车：英国——史蒂芬孙——铁路

汽 车：美国——富尔顿——海运

4.工业革命的完成：

英国—1840年前后—大工业机器工业基本取代工场手工业；

法美—19世纪中期，机器制造业的诞生。

三、主干梳理—两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一）蒸汽时代的到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突破核心考点



一、蒸汽力量：工业革命

(三)工业革命的特点：

1.生产方式：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

2.技术来源：技工经验；科学与技术尚未紧密结合；

3.开始部门：轻工业：棉纺工业（新兴，传统和行规限制少）；

4.范 围：英国一国，后拓展到其他国家（美、德）；

5.时 代：人类进入“蒸汽时代”。

三、主干梳理—两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一）蒸汽时代的到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突破核心考点



一、蒸汽力量：工业革命
(四)工业革命影响：
1.影响一（转型说）：
(1)促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器化生产方式

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巨大突破，而新技术革命则使生产方式在

观念和实践上面临从单纯增长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而且，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从竞争走向合作，从国内合作走向国际协

调,也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方面。

(2)促使工业现代化转型:工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科技

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是工业化的重要内容。

(3)促使向城市化转型: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经济地理状况和

人口结构，加快了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工业的发展使英国经济

的重心迅速向拥有丰富煤铁资源的西北地区转移。

三、主干梳理—两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一）蒸汽时代的到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突破核心考点



一、蒸汽力量：工业革命
(四)工业革命影响：
1.影响一（转型说）：
(3)促使向城市化转型: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经济地理状况和

人口结构，加快了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工业的发展使英国经济

的重心迅速向拥有丰富煤铁资源的西北地区转移。

【知识补充】

煤是蒸汽机的必须燃料，钢铁又是机器制造的必须材料，

煤铁从此成为工业化建设的两大生命线。

三、主干梳理—两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一）蒸汽时代的到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突破核心考点



一、蒸汽力量：工业革命
(四)工业革命影响：
1.影响一（转型说）：

(4)促使社会思想转型:工业化和法国革命两种力量联合在一起，

导致了1815年以后种种新学说的产生与发展，在1848年的欧洲

普遍革命中发挥了作用。

(5)促使社会形态转型:工业革命后,经济形态上，工业取代农

业占主导，城市化进程加快;政治形态上，工业资产阶级和工

业无产阶级成为社会两大阶级,社会改革进一步巩固了资产阶

级的统治;意识形态上，促进了科学教育事业（机器制造；化

学工业；工程设计；科技研究和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科学社

会主义的诞生。

三、主干梳理—两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一）蒸汽时代的到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突破核心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