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纯属巧合，列宁以发源
于西伯利亚的大河——勒那河的
名字作为自己的化名，而他的继
任者（斯大林）则以一种硬度很
强的金属——‚钢‛作为自己的
姓氏。  

  正如这两个姓名的文字意义
一样：列宁时代，国家的经济政
策具有相当的弹性；而斯大林则
以强硬的手段，加快了国家工业
化的步伐。 

——《大国崛起·风云新途》解说词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путь под сталиным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课标要求： 
列举‚斯大林模式‛的主要表现，
认识其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含义：指苏联在20世纪20-50年代，斯

大林执政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也称为苏联模式。

它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后

来不断巩固与发展，是一个统一的完

整体系。 

历史概念 斯大林模式 



 模式之起源 
材料一：1927年5月英国宣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与商务关系, 
张伯伦发起英、法、德、日、意等六国外长会议, 提出‚ 和
共产国际作斗争‛的口号。 国际上掀起了反苏浪潮……而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及其后形成的德日两大
法西斯战争策源地更使苏联感到战争的逼近……斯大林告
诫:‚现在又像1914年那样……新的战争显然逼近了 ……‛  
      ——李 浩《斯大林经济模式在苏联确立之必然性分析》  

材料二：此时的苏联仍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和包围之
中;国内工业生产极其落后，到1928年，苏联工业产值还不到
德国的一半，是美国的八分之一，全国只有不到三万辆拖拉
机，99％的耕种要靠畜力和人力来完成。  
                                     ——摘自《大国崛起》 

材料三：斯大林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善于并且非常愿意使
用权力，他行事果断干脆，性格刚毅，不甘人下。  
              —— [美]罗伯特•塔克《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  

国际形势紧张（反苏浪潮、战争威胁） 

斯大林领导地位逐渐确立、个性强硬  

工业比较落后  国防力量薄弱 



模式之过程 

斯大林的工业化之路 



材料：斯大林在论述苏联的工业化时说：‚在资本主义
国家，工业化通常是从轻工业开始的，由于轻工业同重
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
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为工业化的头一个对
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间，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
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转
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
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路
。党知道战争日益迫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
所以必须赶快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事做迟了，就要失败
。‛                   ——《斯大林选集》下卷 

思考1：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按什么途径进行？
为什么？ 途径：先轻工业，后重工业。 

原因：发展轻工业投资少，周期短，见效
快，可以为重工业积累资金。 



材料：斯大林在论述苏联的工业化时说：‚在资本主义
国家，工业化通常是从轻工业开始的，由于轻工业同重
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
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为工业化的头一个对
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间，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
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转
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
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路
。党知道战争日益迫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
所以必须赶快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事做迟了，就要失败
。‛                   ——《斯大林选集》下卷 

思考2：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同资本主义国家
有何不同？主要理由是什么？ 首先发展重工业 

原因：为了加强国防力量维护民族独立，为了给社会主义建
设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苏联面临帝国主义的包围。 



 模式之过程——斯大林的工业化之路 

（1）目的： 为了改变落后农业国的地位，为了…为了…
（P135第一段） 

（2）方针提出： 

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正式提出实现社会
主义工业化方针——优先发展重工业，追求高速度，
依靠本国力量积累资金 

（3）过程： 1926年开始 



名  称 时  间 主  要  成  就 

1926-1928年 改建、扩建、新建企业 

一五计划 1928年-1932年 工业飞速发展 

二五计划 1933年-1937年 
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工业产量
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三五计划 1938年起实施，因卫国战争爆发而被打断 

一份骄人的答卷 

苏联1939年建成的第聂伯河水电站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
时期规模最大、最壮观的
项目，也是当时世界上最
先进的水电站之一。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材料一：历史学家评论苏联的工业化时说：‚斯大林在苏联
工业化时……实际上是把农业作为‘殖民地’了。苏联工业

化开始时，农民不但要缴纳直接税和间接税，还要低价出售
农产品和高价买进工业品，价格剪刀差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
业……结果，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苏联工业化短短

的十几年内，曾发生两次较大的危机。‛ 
——《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化的理论和实践》 

材料二：毛泽东在评论苏联工业
化时说，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
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造
成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
定。‛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牺牲农业，轻视轻工
业，片面发展重工业
（国民经济的比例严
重失调） 



 模式之过程——斯大林的工业化之路 

（1）目的： P135第一段 

（2）方针提出： 

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正式提出实现社会主
义工业化方针——优先发展重工业，追求高速度，依
靠本国力量积累资金  

（3）过程（1926年开始）： 

（4）评价： 
成就：①形成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②基本实现工业化； 
      ③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位居欧洲第一位，世界 
        第二位，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不足：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②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模式之过程——农业集体化运动 

（1）原因： 工业发展的需要；粮食供应的困难。 

（2）方针提出： 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 

逐步集体化→全盘集体化（1929—1937）
→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 

（3）过程： 

（4）评价： 



集体农庄幸福的
快乐的少女 

日子一天比一天幸福 

集体农庄化 



材料一：据统计，在苏联农村中，从1927年7月到1930年，
牛减少了22％，马减少了13％，猪减少了33％，羊减少了
26％。 

材料二：‚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
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
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
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
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上述现象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国开展的哪一项运动与它相似？  

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有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行为，引起农民的不满与抵制 

影响：牺牲农业发展工业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 
      影响农业的长久发展。 
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想一想，那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模式之过程——农业集体化运动 

（1）原因： 工业发展的需要；粮食供应的困难。 

（2）方针提出： 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 

逐步集体化→全盘集体化（1929—1937）
→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 

（3）过程： 

（4）评价： 

成就：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为苏联农业机械化、
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不足：与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牺牲农业
发展工业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
停滞落后 



斯大林的工业化之路 

农业全盘集体化 

改变了苏联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使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
已经占绝对支配地位） 

1936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通过 
（规定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基础

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它的政治

政础是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苏联的确立 

也标志着斯大林模式的确立 



 模式之特征 

特征 

经济 

①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排斥市场 
②实行单一的公有制 
③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 



结合下列材料谈谈你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 

材料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到

1937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经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

二位。用不到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

去用了50年到100年所走过的路程。  

材料二：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

个拥有核武的强国。——丘吉尔 

材料三：一个让人深思的现象：30年代五年计划引起

了全世界的关注，“计划”成了最时髦的词。  

通过两个五年计划，迅速实现工业化，苏联成
为工业强国  

增强了国防实力，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成为
世界大国奠定了基础。 

开辟了新型工业化模式和经济体制，为其他国
家提供了借鉴。 



材料四：苏联工业发展很快，1913年～1950年增加12倍。
农业却徘徊不前，1953年全苏人均粮食低于1913年。 

材料五：据统计，在苏联农村中，从1929年7月到1930
年7月，牛减少了32%，马减少了13%，猪减少了33%，羊
减少了26%。 

材料六：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吃米；又要马儿跑
的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毛泽东 

材料七：一个让人嗟叹的结局：1991年，克里姆林宫的
红旗悄然落下，红色的年轮在大国兴起的舞台上刻写了
74圈。  

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企业经济效益低下 

牺牲农民利益，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造成苏
联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 

体制日益僵化，成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下列材料说明了‚斯大林模式‛存在些什么样的问题？
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模式之评价 

积极 消极 

①通过两个五年计划，迅速
实现工业化，苏联成为工业
强国  

②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成
为世界大国奠定了基础 

③开辟了新型工业化模式和
经济体制，为其他国家提供
了借鉴 

①片面发展重工业，导致

农业和轻工业长期落后，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②牺牲农民利益，农民生

产积极性不高。    

③压制地方和企业积极性，
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 

④日益僵化，成为苏联解
体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