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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术界基本共识

二战后 ，
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

经历了 国 内解放战争

的洗礼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由 于在政治制度 、 社会

制度 、文化传统 、意识形态方面 与西方国家的差异 ，
百废

待兴的新中 国一开始就受到 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

的敌视 、封锁 、包围 。 但新生的社会 主义 中 国经过艰难

探索 ，
最终走上了健康发展 的道路 。 这个过程 中 ， 外交

工作为新中 国 的经济建设营造 了 良好的国 际环境 ，成为

国 家建设强有力 的支撑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初 ，
中共领导人从国家利益

出 发
，
设计 了独立 自 主的和平外交蓝 图 ，被形象地概括

为
“

另起炉灶
” “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 “
一边倒

”

。 地缘

政治是新中 国外交需考虑的 另一大因素 。 从国家安全

角度 出发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 ，

中 国提出 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作为 中 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标志 着新 中 国外交

的成熟 。 由此可见
，新 中 国外交在形成过程 中有三个主

要特征 ：

一是革命性 ，
是在中国革命理论思想指导下产

生的
，
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 ；

二是 内 向性
，
即其外交决策

受到 国 内政治经济形势 的制约和影响 ；
三是过渡性

，
即

从革命外交向 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 。

基于学术界研究成果 ，
设计教学时应注重宏观与微

观的结合 。 只有从多角度 、多层次来分析才能更贴近外

交决策的实际。

一

个符合 中国外交特点 的研究方法应

该是国 内 因素 、 国际 因素和个人因素研究 的结合 ，
应该

是对形势和决策者的研究的结合 ，
应该是整体和部分之

间研究的结合 。 只 有综合全面分析中 国 外交决策的环

境才能真正理解外交原则确立的背景 ，
进而理解外交成

就取得对新 中 国建设的意义 。 这对 于学生时空 观念有

较髙的要求 ，
因而教学时需要通过对外交环境时空观念

的建构和史料选择 ，来实现教学 目标 。

二 、课标要求与教材解读

教材定位 ：人教版教科书分阶段编写 了
“

现代 中 国

的外交关系
”

，
很好地体现了新中国外交的阶段特征 ，便

于学生掌握新中 国外交的发展线索 。 第七单元
“

现代 中

国 的对外关系
”

第 ２３ 课
“

新 中 国初期的外交
”

，讲述的是

第一阶段的外交政策 ， 即从新 中 国成立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中期 ，
是新中 国外交的奠基时期 。 教科书 内 容分成三

目 ： 独立 自 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

出 、步人世界外交舞台 ，详细再现 了如 中苏建交 、亚非会

议等历史情景 ，使学生对新中 国外交风云有一定的感性

认识
，

从而激发学生对新中 国外交活动进行进一步探究

的兴趣 。

课程标准 ： 了解新 中 国建立初期的重大外交活动 ，

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 的意义 。

学科素养 目标 ： 时空观念——近观 ： 了解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成立初期外交领域的基本史实 ； 中观 ： 在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后 ６０ 年看成立初期也就是第一阶段 的外

交成就 ；
远观 ：从 １ ８４０ 年以来 的 国 内外形势看待中华人

民共和 国政治 、 经济 、 思 想 的进 步和取得 的外交成就 。

通过世界地图和亚洲地图理解 中国外交的 国际形势 。

史料实证——本课主要采用 了文字史料 、 图 片史料

两种。 通过文史结合 、 图史互证
、
史论结合等方法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的一系列外交成就 ，
培养学生

信息提取 、史料分析 、论从史 出的 能力 。

唯物史观
——

在史料实证基础上 ，
运用唯物史观分

析史料
，
理解不同时期外交政策 制定 的背景以及所取得

的相应外交成就的历史影响 。

历史解释
——

要求学生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初期 的国 内外环境 ，通过三个探究活动理解新 中 国独立

自主外交的本质含义 ；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

际关系方面的意义 ；理解万隆会议上
“

求同存异
”

方针及

其作用 。 最终能够用客观 、辩证 、全面 、发展的眼光看待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 的外交 ，从而认识独立 自 主是

新中 国外交的根本方针 ，贯穿于新 中 国外交的各个领域

和各个时期 。

家国情怀——体会周恩来 等老一 辈革命家 的外交

风范 ，
和人格魅力 。 理解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以 来 ，

随

着综合 国力 的提升 ，
我 国 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和影响 ，树立 了 负责任的大国

形象 ， 由此激发学生的爱 国热情 。

三 、 教学设计

（

一

）导入

１９ 世纪英国首相巴麦尊说过这样一番话 ：

“

没有永恒

的朋友 ，
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 只有永恒的利益 。

”

启发学生

思考
“

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因素有哪些
”

， 引人新课 。

［ 设计意 图 ］ 高 中 历 史教 学 重在思维 能 力 的 培养 ，
导

入 的过程启 发 学生 思考影 响 国 家 外 交政策 的 因 素 ，
如 国

家利 益 、 国 际 形势 、 国 家 实 力 等 ，
引 导 学 生 从这些 角 度分

析外 交 政策 的 影 响 因 素 ，
并成为 贯 穿整课 的思 维 线 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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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问题探究环节

探究一
：
历史的 回 音——从旧外交到新外交

材料
一

中 国 的反动 分子在 外交上 一贯 是神经 衰

弱 怕帝 国 主义 的 。 清朝 的 西 太后 、
北 洋政府 的 袁世凯 、

国 民 党 的 蒋介石 ， 哪一个 不是跪在地上 办 外 交 的 呢 ？ 中

国 一百 年来 的 外交 史是一部 屈 辱 的 外 交 史 。 我们 不 学

他们 。 我们 不要被动 、
怯弱

，
而 是认清帝 国 主义的 本质

，

要有独立精神 ，
要争取主动 ， 没有畏惧

，
要有信心 。

——

周 恩来 《新 中 国 的 外交 》

设问 ：
材料说明 了 什么 问题 ？ 新 中 国确立 了怎样 的

外交方针？

［ 设 计意 图 ］让 学 生 回 顾 鸦 片 战 争 以 来 中 国 近代 史

上的 屈 辱 外交历 程和签订 的 不 平 等条约 ，
进 而 理解 新 中

国 成立之 后从不 平 等 的 旧 外 交 到 平 等 的 新 外 交
，
从 被 动

外交 到 主 动 外 交 的 转 型
，
理 解 独 立 自 主 和 平 外 交 的 含

义 ，培养 学 生建 立 一定 的 时 空观念 。

材料二 外 交 工作有 两 方 面 ：

一 面 是联合 ，

一 面是

斗争 ，我们 同 兄弟之邦 并 不是没有 差 别 。 换 言之 ， 对 兄

弟 国 家战略上是要联合 ，
但战 术上不 能 没有批评 ，

对 帝

国主义 国 家战略上是反对的 ，但战术上 有 时在 个别 问 题

上是可 以联合的 。 我们应 当 认识清楚 ，
否 则 就会敌我 不

分。 今天 开辟外交战线 ，
首先要认清敌友 。

——周 恩来 《新 中 国 的 外交 》

设问 ： 新中 国的外交为什么要分清敌友 ？ 又是如何

在外交政策上体现出来 的？

新中 国外 交方针制定的 背 景

国 际形 势

有利 形势

不利 形势

国 内 形势

历 史 角度

现 实 角度

独立 自 主和平外交 方针的体现

含义 意 义 针 对对象

“

另起炉灶
”

“

打扫 干净屋

子再请客
”

“
一边倒

”

［ 设 计意 图 ］ 让学 生结合教科 书 与 材料讨论 、 分析 中

华人 民共 和 国 成 立初期 外 交 方针 制 定 的 背 景 和表 现
，
填

写表格 。 通过 文 字材料提取信 息
“

外 交要分 清敌 友
”

，
引

导 学 生 判 断什 么 是
“

敌
”

， 什么 是
“

友
”

； 进 而 引 导 学 生 从

国 际 、 国 内 、有利 、 不 利 、历 史 、 现 实 等 多 角 度 分析 独 立 自

主和平 外交方针 实行 的 原 因
， 与 导 入环节 时 分析 的 影 响

外交政 策 的 因 素 相 呼应 。 同 时让 学 生 结 合 教科 书 理 解

三大 方针 的含 义和 意义 。

学生活动一
：
答 记者问——假设你是外交部发 言

人
，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 ，你如何解释新中 国要施行

“
一

Ｅ－ｍ ａｉ ｌ ： ｚｘ ｌ ｓ
ｊ
ｘｃｋ＠ １ ６３ ．ｃｏｍ

＼

边倒
”

的外交政策 ？ 这和独立 自 主不是矛盾吗 ？ 为什么

不采取中立态度 ？

［ 设计 意 图 ］ 让 学 生 有 充 分 的 时 代代 入感 ， 神入 历

史 ，
提升学 生 学 习 兴 趣

， 学 生 分 组讨 论 后 派代 表 回 答 。

引 导 学生 从 国 际形势 、 国 家 利 益 、 国 家 实 力 等 角 度 分析 ，

其 正理解独 立 自 主 和
“
一边 倒

＂

的关 系 ， 提 升 学 生在理 解

基础上进行历 史 解释 的 能力 。

材料三 中 苏 双方终于就 《 中 苏友好 同 盟互助条约 》

以及《 关 于 中 国 长春铁路 、旅顺 口及大连的 协定 》 《 关 于 苏

联贷款给中 华人民共和 国 的 协定》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了

签字仪式 。 梢■据协定 ， 苏联将不 晚于 １９５２ 年底将 中 长铁

路 （从哈 尔 滨经长春到 大连旅顺 ） 的 一切权利和这条铁路

所属 的全部财产 交给 中 国 ， 苏联 军队也从旅顺 口 撤 出 并将

那 里的设备也移交给 中 国
； 苏联从 １９５０ 年 开始在 ５ 年 内

以 １％ 的 利 息 向 中 国提供 ３ 亿 美元的 贷款
， 中 国 则在 １０ 年

之内 以 原材料 、农副产品以及美元还清本息 。

——

《复兴之路》

设问 ：结合材料回答
“
一边倒

”

的外交成果及其对新

中 国产生的影 响 。

［ 设计意 图 ］ 用 《 中 苏 友好 同 盟 互 助 条 约 》 的具体 内

容进 一 步 深 入分析 独 立 自 主 、平 等 外 交 的 含 义 ， 让 学 生

真 正体会到
“

一边 倒

”

对 中 国 外 交 的 积极 意 义 。

探 究二 ：历史 的转型——从革命外交到 国家外交

材料四 在 国 内 形 势 的 推动 下 ， 外 交政策的 调整 已

经势在 必行。 新 中 国 成 立便直接和 间接地介入 了 境外

战争 ，
不论其原 因是什 么

，
后 果都是加 大 了 对 国 家 安全

的 压 力
，
可以 说朝 鲜停战后 ，

改善 周 边环境 已经 成为 维

护 国 家安全的 最迫切的任务 。

——牛军 《论新 中 国 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印度＊第＿个与我国 ５
＊交的非社会主义 国家 。

图为 １ ９ ５０年
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 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

设 问 ： 结合材料和初 中所学知识 ，分析此时 国 内 形

势如何 ，
对外交有怎 样的迫切需要 ， 为此中 国提 出 了怎

样 的外交原则 。

［ 设计 意 图 ］ 图 史 互 证
，

“

改 善周 边环 境 已 经 成 为 维

护 国 家 安全 的 最 迫切 的任务
”

和 与 印 度这 一 周 边 国 家建

交 的 史 实 ， 让学 生理 解 国 家发展 与 国 际环 境 的 关 系
，

理

解外 交政策 从革命外 交 转 向 国 家 外交 ， 淡 化 意 识 形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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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因 ，
理解和平 共处 五 项原 则 提 出 的 背景 。

材料五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１ 日
，在 开国 大典上 ，

毛泽 东 宣

布 ：

“

凡 愿遵 守平 等 、 互利 及相 互尊 重领土 主权等 项原 则

的任何外 国政府
，
本政府 均 愿 与 之建 立外 交关 系

”

，
向 包

括美 国在 内的世界各 国表达 了新生共和国 的善意 。 然 而 ，

几乎所有的 西方 国 家都拒绝 了 中 国释放出 的善意 。

——

《复兴之路》

材料六 １ ９５３ 年底 ，
中 国政府 同 印度就两 国在西 藏

地 区 的 关 系 问题进行谈判 。 周 恩 来首次提 出按照
“

互 相

尊重领土 主权 、 互 不侵犯 、
互 不 干 涉 内 政 、平 等 互 惠 、 和

平共处
”

五项 原则 ，
作为 处理两 国 关 系的 原 则 。 １ ９５４ 年

，

周 恩来 又先后访 问 印度和缅 甸
， 并与 时任 印度总理尼赫

鲁 、时任缅 甸 总理 吴努 分别 发表
“

联合 声 明
”

，

双方
一致

同 意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作 为 指导 中 印 、 中 缅 两 国 关 系

的 基本原 则 。 声 明 中说 ：

“

两 国 总理 重 申 指 导 两 国 关 系

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 ，
并且感到 在他们 与 亚洲 以及世界

其他 国 家的 关 系 中 ，
也应该 适用 这些原 则 。 如 果这些原

则 不仅适 用 于各 国 之 间
，

而 且适 用 于一 般 国 际 关 系 中 ，

它们将形 成和平与 安全的 坚 固基础 。

”

学生活动二 ：答记者问——假设你是外交部发言人 ，

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 ，你如何应对外国记者的质问 ： 中 国

的外交政策仅仅五年就发生了变化 ， 中 国的政策摇摆不

定
，
中 国政府不讲信用 ， 中 国政府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 ！

［ 设计 意 图 ］ 引 导 学 生 结合材料 分析 ， 开 国 大典 中 国

的 宣 告 已 经蕴含 了 和平 共处 五项 原 则 的基 本 内 容 ， 中 国

的 政策 是
一

脉相承 的 ，
进 而理 解和平 共处 五 项原 则 超越

了 意识 形 态 的 差 异 ， 为 中 国 国 内 经 济建设 营 造 了 良 好 的

国 际环境 ， 成为 新 中 国 外 交 成 熟 的 标志 。 理 解三 大 政策

和 五项 原 则 都 是独 立 自 主 和平 外 交 的体现 。 在 学 生 理

解 的基 础 上提 升其历 史 解释的 能 力 。

探究三 ：历史 的舞 台
——从 日 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

材料七

图片黑色区域

＊什么地区 ，

为扦么涂成黑

色？

请结合教科书

介绍曰内 瓦会

议召幵的背景 、

成果 、
意义。

设问 ： 图片中黑色区域是什么地区 ，
为什么涂成黑色 ？

请结合教科书介绍 日 内瓦会议召开的背景 、成果 、意义 。

设计意 图 ： 以地 图 为材料 ，让 学 生从国 际形势 、 国 家利

益的 角度分析 中 国 的 国 际环境 ， 理解 日 内 瓦会议 召开 的背

景 。 中 国遭 受帝 国 主义势 力 三面夹击之势 ， 需 要 突 围 。 如

何突 围 ？ 以 五 大 国之 一 的 身 份参加 国 际 会议
——

日 内 瓦

会议 ，进而 理解 日 内 瓦会议 的 内 容 、成果 、意义 。

材料八
“

中 国代表 团 是来求 团 结 而 不 是来吵 架

的 。 我们共产 党人从来不讳 言 ， 我 们相信共产 主义 和认

为 社会主义制 度是好的
，

但是在这个会议上 用 不 着 宣传

个人思想 意识和各 国 的政治制度
，

虽 然这种不 同 在我们

中 间显然 存在
”

。

“

我们 的 会议应 该 是求 同 而 存异 ， 同

时 ， 会议应 该将这些共 同 愿望和要 求肯定 下来 ，
这是我

们 中 间 的 主要问题
”

。



周 恩 来在亚非会议上 的讲话

学生活动三 ： 假设你是万隆会议中 国代表团成员 ，

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 ， 你如何应对外国记者的嘲笑 ： 我

们肤色不同 、语言不同 、 文化传统不同 、
宗教信仰不 同 、

社会制度不同 、 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我们和你们 中 国

有什么可
“

求同
”

的呢 ？ 你们是在强行输 出 中 国 的所谓

社会主义 ！

［ 设计 意 图 ］
一 方 面 学 生 能 根据文字 信息理解

“

求 同

存异
”

的含义 ，
另 一 方 面 能 以此 体会 周 恩 来 等老一 辈 革

命家 的个人魅 力 。 引 导 学 生 理性 、全面分析
“

求 同 存异
”

方针 中 的
“

同
”

与
“

异
”

，
培 养 学 生在 历 史 理 解 基础 上进

行历 史解释 的 能 力 。

（ 三 ） 素质拓展 ： 历史的展望
——

从和平共处到合作

共贏

材料九 近两 三 年 来 ，
中 国 外 交 日 益 活跃

， 特 别是

元首外 交更加主动和积极 ，体现 了 中 国作 为 一 个 负 责任

大 国敢于担当 的 时代精神 。 ２０１ ３ 年 习 主 席在博 鳌 亚洲

论坛讲话的 时候提出
：

“

人类只 有一 个地球 ，
各 国 共处

一

个世界。 共 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 重要基础 ，
符合各 国人

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 益 。

”

习 主席还指 出 ：

“

亚洲 和世界和

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 事此没有终点 ，
只有一个接一 个的新

起点 。

”

这些思想 、 主张 、概念 ， 归 结起来 ，
就是合作共赢 。

——据凤凰 网新 闻整理

思考 ： 请预习第 ２４ 课
“

开创外交新局面
”

，结合改革

开放以来国 内国际形势的变化 ，谈谈中国 为什么要从和

平共处到合作共贏 ，请举例说明新时期中 国合作共贏 的

相关史实。

［ 设计意 图 ］这 是在 本课教 学 主体环 节 之 外设 计 的

一个 素质拓展 ， 希 望 能 引 导 学 生 建 立 更好 的 历 史 时 空观

念 ， 不仅 能近 观 ： 了 解 中 华人 民共 和 国成 立初 期 外 交领

域 的基本史 实 ； 能 中观 ： 在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 成 立后 ６０ 年

看成 立 初 期 也 就 是 第 一 阶 段 的 外交 成 就
；

还 能 远 观 ：

１ ８４０ 年至 今 的 国 内 外形 势之 下看待 中 华 人 民 共和 国 政

治 、 经济 、思想 的进 步和取得 的 外交成就 。

（作者地址／湖北 省荆 州 市 江陵 中 学 ，
４３４０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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