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课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课前预习（本课重难点） 

1、斯大林模式的含义、特点、评价

2、苏联工业化的特点、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

3、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原因、评价

二、历史概念：斯大林模式（见本课课前提示）

三、史料探究 

材料一  斯大林在论述苏联的工业化时说

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

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

渐转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

走这条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

了，那就要失败。”——引自《斯大林选集

材料二  毛泽东评论苏联的工业化时说

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毛泽东选集

第二课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斯大林模式的含义、特点、评价 
、苏联工业化的特点、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 
、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原因、评价 

斯大林模式（见本课课前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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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

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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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发展重工业

斯大林选集》下卷 

论苏联的工业化时说“苏联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

毛泽东选集》 

 

工业化通常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

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为工业

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

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共产党当然不能

所以必须赶快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事做迟

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造成市场货



材料三  历史学家评论苏联的工业化说：“斯大林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早就提出过‘工业是

主导，农业是基础’，‘要发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的重要论断。他在理论上一再反对把农业作为发展

工业的‘殖民地’，但实际上是把农业作殖民地了。苏联工业化开始时，农民不但要交纳直接税和间接税，

还得通过低价出售农产品和高价买进工业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办法，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例如，1936

年苏联政府从一个地区收的稞麦，每公斤付给农民 13 卢布；而政府出售给面粉厂时，则作价 93 卢布。国

家售价比购价高出 5-6 倍，结果使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破坏。在苏联工业化短短的十年内，曾发生两次较

大的农业危机，饿死了 1000 万人——引自《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化的理论和实践》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分析工业化通常应按什么途径进行？为什么？ 

 

 

 

 

 

 

（2）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苏联采取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工业化道路的原因，并概括苏联工业

化的特点。 

 

 

 

 

 

 

 

 

 

（3）依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苏联工业化所采取的途径造成了什么问题？我们从中可吸取什么

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