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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历史复习专题系列——专题十：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

历史是覆盖范围非常广、知识点特别多的一门学科。想要历史考试得高分，一

定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要学会总结，把握住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在脑中形成一

个知识网。

为此，我们现推出《中考历史复习专题系列》，将初中历史重要知识点一一进

行深度复习，希望能对你的中考复习有所帮助。今天我们复习的是专题十：社

会主义性质的改革。

知识链接

（一）前苏联的历次改革

1．苏俄新经济政策（1921年）

（1）背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使苏俄出现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2）内容：① 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②大型企业由国家管理，允许私人

和外国资本家经营一些中小企业；③以自由贸易代替实物配给制。

（3）“新”的表现：允许多种经济并存，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4）作用：促进了经济的迅速恢复，巩固了工农联盟，稳定了政治形势。

2．苏联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

（1）含义：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政治体制：个人

高度集权）

（2）形成的标志： 1936年通过新宪法。

（3）评价：

①它是在苏联外有帝国主义包围，国内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情况下形成的，在

一定历史阶段发挥过积极作用。

②它也有严重弊端：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长期落后；第二，

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调产值产量，使产品品种少、质量差；第三，国家拿农

民东西太多，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农民无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长期停滞不前；

第四，经济发展粗放，效益低下，大量消耗和浪费了资源。

（4）给我国的启示：

①制定政策要符合本国的基本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②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③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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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

国。

3．评价赫鲁晓夫改革：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斯大林模式”，但未能根本改变苏

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

4．戈尔巴乔夫改革：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首先以“经济改革”为重点，

没有取得成果；后以“政治改革”为重点，苏联由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国家

权力分散。

5．苏联解体

（1）“八一九”事件

1991年在“新联盟条约”即将签署之际，为阻止联盟解体趋势引发了“八一九

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下台，“叶利钦”控制全局。“八一九”事件以维护苏

联为初衷，但却成了加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2）苏联解体的原因：

①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和政策上的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积累了许

多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

②直接原因：戈尔巴乔夫改革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放弃共产党对国家

的领导权，改革过于急进。

③外部原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

（3）苏联解体说明的道理：

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遭遇挫折，但这只是苏联这种模式

的失败，我们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积极探索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

6．列举世界历史上俄国国名的演变：

沙皇俄国（1917年 3月以前）、俄国（1917年3-11月）、苏维埃俄国（1917

年11月-1922年）、苏联（1922年底-1991年底）、俄罗斯（1991年底至今）

（二）东欧改革

1．背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各国照搬斯大林模式，弊端日益暴露出来，

改革势在必行。

代表：匈牙利改革。

结果：东欧改革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引起国内经济形势恶化，进而带来政治

危机，最终导致东欧剧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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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后，中国改革进入一个新时

期。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进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走上了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之路。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于冲破阻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各户农家使用，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

结合起来，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弊病，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

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这种责任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要求，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的

阶段。大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为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

影响：

①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际地位日益上升，人民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②在社会主义改革不断受挫的情况下，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功，也向世人证明：

社会主义拥有顽强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发展前途是光明的，为社会主义国家提

供了新的借鉴经验——创立符合本国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历史认识
（1）杰出人物对社会发展能起一定推动作用。

（2）改革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我们要坚持改革，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加快现代化建设；。

（3）要扩大对外开放，善于学习别人长处，积极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对外来文明不能照搬照抄，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的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4）改革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要符合国情，符

合历史发展潮流。

（5）改革要注意政治、经济、思想的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