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苏联社会主义改革与挫折 

一、课前预习（本课重难点） 

1、赫鲁晓夫改革的背景、突破口、主要内容、评价和失败原因 

2、勃列日涅夫改革的侧重点及其结果 

3、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的、主要内容、结果 

4、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启示） 

 

二、历史概念辨析：“新经济”时代、新经济政策、新经济体制 

 
 



三、史料探究 

材料一  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大规模垦荒。1954—1960年，苏联先后开垦荒地四千多万

公顷，同期全国粮食产量增长 50%以上，其中三分之一就是由这些新开垦的土地提供的。由于经营管理不

善，20 世纪 60 年代初，垦荒区提供的粮食越来越少。1964年，苏联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原因。 

 

 

 

 

 

 

材料二  勃列日涅夫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世纪 60年代中期至 70年代初，苏联工业总产值

年均增长率为 8.5%；第二阶段为 20世纪 70年代初到 70年代末，1971—1975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

为 7.4%，比前五年下降 1.1%，其后五年又下降 3.0%；第三阶段为 20世纪 70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1982

年工业总产值仅增长 2.8%。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趋势。 

 

 

 

 

 

 

 

材料三  “他摆弄这个国家，就像家庭主妇摆弄卷心菜一样。他认为只要把外面的烂叶子剥掉，就会有里

边的好心子，他不停地剥下去，一直到剥光为止。” 

有人曾形象地说：“戈氏改革的手术刀不是挥向党身上的肿瘤，而是挥向了党的脖子。”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