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元概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主要态势是持续了近半个
世纪的冷战。与此同时，整个世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
一定的自我调节机制，经济在高科技推动下迅速发展，社会矛盾有所缓和，
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建设获得巨大成就，也经历
了艰难曲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
的强大生机与活力。战后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独
立后的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国家主权、促进社会发展、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在冷战形成的两极格局中，孕育着世界多极化
的发展趋势。

第八单元     20世纪下半叶世界的新变化

第18课 冷战与国际格局的演变             

第19课 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
第20课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变化       

第21课 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与新兴
            国家的发展

新
变
化

国际格局演变：欧洲为中心—美苏两极格局
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
国际秩序变化：旧秩序的瓦解与新力量发展

对抗、和平、发展



【单元概述】社会主义建设获得巨大成就，也经历了艰难曲折。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与活力。

第20课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变化       

一、苏联的发展、改革与解体

二、东欧的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和剧变

三、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学习聚焦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一直实行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的改革，也没能突破这一体制。80年代后期苏联
的改革发生了根本方向性错误， 终于使局势失控，
苏联解体。
学习聚焦2东欧国家一直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
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又迷失了社会主义
方向，最终发生了剧变。
学习聚焦3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符合中
国国情和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前途光明。

1.23 冷战与20 世纪下半期世界的新变化：
——通过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认识其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系下的经济发展与艰难曲折的改革互动



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系下的经济发展与艰难曲折的改革互动。
一、苏联的发展、改革与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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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聚焦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50年代
至80年代的改革，也没能突破这一体制。80年代后期苏联的改革发生了根本方向性错
误， 终于使局势失控，苏联解体。



一、苏联的发展、改革与解体

                                                         19181917 1921 19361927 1937

十月革命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下的荣光
科技和军事成就突出

人民教育和生活水平提高 扶犁之国 核武之国

荣光背后的桎梏

公民集中到政府，下
级政府集中到中央政
府，乃至集中到中央
统治者

政治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日益僵化， 缺少活力；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经济

“个人崇拜”严重，
思想言论受到严密
的控制，“一言堂”
和“橡皮图章”现象

思想
高度集中的体制弊端明显

改革势在必行



一、苏联的发展、改革与解体

1、赫鲁晓夫改革（1953-196

4）（1）内容
角度 改革措施
政
治

经
济

农
业

工
业

思
想

①平反冤假错案  ②强调集体领导   

③改革干部制度（轮换制与任期制）
①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自主权
②将农产品义务交售制改为收购制
③大规模开垦荒地和种植玉米

打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①改革工业管理体制下放部分权力
②加强不同工业部门企业横向联系

（2018·江苏高考·18）1957

年，苏联进行工业体制改革，
撤销汽车工业部、机器制造部
等7个全联盟部，保留了航空工
业部、无线电工业部等6个全联
盟部，在地方设立了105个经济
行政区，把被撤的全联盟部所
管辖的企业移交给相应的经济
行政区。上述举措的主要意图
是(　　)

A．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模式            

B．摒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C．适度扩大地方经济自主权            

D．削弱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

C



一、苏联的发展、改革与解体

1、赫鲁晓夫改革（1953-196

4）（1）内容
角度 改革措施

政治

经济

农
业

工
业

思想

①平反冤假错案  ②强调集体领导   

③改革干部制度（轮换制与任期制）

①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自主权
②将农产品义务交售制改为收购制
③大规模开垦荒地和种植玉米

打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①改革工业管理体制下放部分权力
②加强不同工业部门企业横向联系

（2018·全国Ⅲ卷高考
·35）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
讨论通过了七年经济计划，规
定7年内工业生产总值提高
80%，其中发电量、钢铁产量
都要求成倍增长。这反映出七
年经济计划(　)

A．未能摆脱斯大林模式          

B．是应对马歇尔计划的举措
C．是新经济政策的延续    

D．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A

经济：但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国民经济比例仍然严重失调。
政治：没有对斯大林的功过作出全面科学的分析，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2）评价 赫鲁晓夫既是斯大林模式的掘墓人，
但最后还是充当了守墓人的角色



（2017·课标Ⅲ卷·34）1953年，苏共中央决定，改变集体农庄
劳动报酬发放办法，由以前每年发放一次物质报酬改为按季度或
按月发放，同时在一些集体农庄试行工资制度，农民可以像工人
一样每月领取工资。这一措施旨在
    A．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B．改变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C．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            D．推动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A

【答案】A【详解】依据材料“由以前每年发放一次物质报酬改为按季
度或者按月发放，同时在一些集体农庄试行工资制度，农民可以像工人
一样每月领取工资”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苏共中央这一措施的目的在
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故答案为A项。C项材料与城乡差别无关，排除；
B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这并未改变苏联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排除；D项
依据材料时间“1953”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当时苏联已经实行农业集
体化，排除。



一、苏联的发展、改革与解体

2、勃列日涅夫改革（1964-1982）

领域 改革措施 结果

经济

军事

工业上实行“新经济体制”改革，
扩大企业自主权，利用经济杠杆
促进企业改善管理，提高效益。

发展科技、国防建设，
与美国军备竞赛
（20世纪70年代）

前期成效明显，
改革后劲不足

军事实力增强；
体制更加僵化；
国民经济更加畸形

侧重点：重工业



（2019·新课标Ⅱ卷·35）
表1  苏联1970年计划完成情况（单位：吨）

类别 1961年对1970年的预测或计划任务 1970年实际产量

钢 1．45亿 1．15亿

煤 3．9亿 3．35亿

肉 2500万 1230万

蔬菜与瓜类 4700万 1300万

表1可以说明当时苏联

A．经济发展的问题积重难返           B．经济政策保持了连续性
C．经济改革的重点转向农业           D．社会生活需求发生变化

A



一、苏联的发展、改革与解体
3、戈尔巴乔夫改革（1985-1991）

领域 改革措施 结果
经济

政治

思想

承认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实行“加速发展战略 ”；承认企业经营

自主权
取消苏共领导地位，放弃社会主义制度；
议会制、总统制和多党制；提出“人道的、
民主的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上抛弃马克思主义指导，
实行“多元化”

收效甚微

思想混乱

民族分离主义兴起，
局势失控，苏联解体



斯大林模式 赫鲁晓夫改革 勃列日涅夫改革 戈尔巴乔夫改革

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

根本触动
偏离方向

学习聚焦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改革，
也没能突破这一体制。80年代后期苏联的改革发生了根本方向性错误， 终于使局势失控，苏联解体。

改“乱”了

改“没”了改“僵”了

比较项 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 戈尔巴乔夫 

不同
点 

侧重点 农业 工业（重工业） 前期是经济领域，后期是政治领域

结果 取得一定的成就，最后失败 失败

失败原因 未改变原有体制
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修修补补

进行了根本性改革
但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相同
点 

目的：解决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内容：在农业、工业方面进行调整；
结果：成效都不显著，可以说是失败的改革。

斯大林模式

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体制



1、崩溃的预演
二、东欧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剧变

国家 50-70年代的改革或成效 70-80年代的实际情况 直接后果

南斯拉夫

捷克斯
洛伐克

波兰

匈牙利

民主德国

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权力下放，
调动人民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党的领导
体制；建设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
独立制定对外政策（布拉格之春）

国民经济五年计划，
经济迅速发展。

经济稳步增长，居东欧之首

地方主义
民族问题
国家分裂

陷入经济
政治困境

国民年收入递增，消费水平提升，
人民满意度较高

经济滞缓、失业增多、罢
工闹事；“国家集体元首
制”、“议会代表团制”

民众要求为“布拉格之春
”平反；出现捷克共产党
的反对派，政局不安

经济恶化；全国罢工浪潮；
反对派“团结工会”提出
“政治多元化”

财政赤字剧增、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社会不稳定

民众要求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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