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单元

第18课　冷战与国际格局的演变

历 史



时空坐标



内 容 索 引

课前篇 自主预习

课堂篇 探究学习



课标定位 素养解读

通过了解冷战时期

的典型事件,认识

冷战的基本特征,

理解冷战的发生、

发展与世界格局变

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1)了解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约和

华约等重大历史事件,从史料实证的角度认

识冷战后的基本特征和两极格局的形成

(2)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多极力量的

发展概况,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识国际格局

演变的历程及影响因素



课前篇 自主预习



一、冷战与两极格局

1.含义: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苏为首的

两大集团之间逐步形成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长期对峙与竞争状态。

2.原因

(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就在“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旗号下,对

苏联实行遏制政策和敌对行动,率先挑起了冷战。苏联予以反击。

(2)美苏两国的国家利益存在严重冲突,意识形态也尖锐对立。

(3)战后美国为称霸世界,将苏联视为其建立世界霸权的最大障碍。

(4)战后苏联为经济发展和自身安全,努力扩大在东欧的影响,与美国发生

了尖锐矛盾。



预习提醒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关系破

裂的重要原因,但其根本原因还是两国国家利益上的矛盾。



3.表现 

国家 政治 经济 军事

美国

1947年3月,杜鲁门发表被称为

“杜鲁门主义”的演说,是冷战开

始的标志;第一次柏林危机后扶

植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实施马歇尔计划,

巩固西欧的资本

主义制度

1949年成立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

简称“北约”

苏联

1947年9月,苏联和东欧国家成

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9

年扶植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苏联与东欧国家

成立经济互助委

员会,形成以苏联

计划经济模式为

主导的经济体系

1955年成立华沙

条约组织,简称

“华约”
 标志着两极格

局的形成



概念阐释 马歇尔计划

又称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

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用以稳定资本主义,遏制共产

主义,是冷战政策的重要表现,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4.评价

(1)正式形成: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苏全面冷战对峙,两极格局正式形成。

(2)失衡对抗:两极格局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美国及其盟国的总体实力始

终强于苏联及其盟国。

(3)中间地带:有些国家处于两大阵营之外,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等。



二、冷战的发展与多极力量的成长

1.冷战的发展

特征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东西方关系既有缓和,又有激烈的冷战对

抗

表

现

缓和 美苏开展对话

对抗

①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

②这两次危机虽然没有达到局部热战的程度,但它们所带来

的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风险是空前严重的



知识归纳 美苏冷战 



2.多极力量的成长 

因素 表现 影响

西方集团的

分化

欧洲共同体的成立和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逐

渐分化;西欧和日本逐渐成

为重要的国际力量

日本经济的“起飞”及其要成为
“政治大国”的追求

社会主义阵

营开始瓦解

原因:苏联的大国主义和民族

利己主义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

营开始瓦解标志:东欧国家反对苏联控制

的斗争;中苏关系的破裂



因素 表现 影响

中国的和

平崛起

中国自力更生拥有“两弹一星”;中华人民
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总

统尼克松正式访华　 

       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中国成为国际社会

中不可忽视的政治

力量

第三世界

的兴起

①万隆会议:1955年,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

召开;这是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

的国际会议,诞生了体现和平共处原则的“
万隆精神”
②不结盟运动的兴起

是发展中国家以独

立的政治力量登上

国际政治舞台的重

要标志



易错提醒欧洲国家联合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经济区域集团化

的表现。摆脱美国的控制和苏联的威胁不是欧共体成立的根本原因。

拓展提升 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1)多极化是一种趋势,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到目前为止,多极化并没有定

型为某一基本的世界新格局。

(2)世界多极化中的任何一“极”或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或具有巨大的国际

政治影响力,这两者构成了综合国力的两大方面,通常是相辅相成的。



三、两极格局的瓦解 

历程 具体表现

美苏

关系

的演

变

紧

张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再次加强对苏联的遏制

美苏大搞军备竞赛,美国提出并着手实施“战略防御计划”,企图
拖垮苏联

缓

和

1985年以后,美苏首脑多次会晤,建立了多层次对话机制

1987年,美苏签署《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1991年,两国签订《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

约》,裁军取得重要进展

苏联实行战略收缩,从阿富汗撤军,宣布不再干涉东欧事务,同

意两德统一



历程 具体表现

东欧

剧变、

苏联

解体

原因

苏联放任西方对东欧的“和平演变”攻势;国内改革背离了社

会主义方向,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戈尔巴乔夫改革



影响

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崩溃,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随之结束。两极格局

中出现的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



名师点拨 雅尔塔体系、两极格局与冷战的关系

雅尔塔体系确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是两极格局形成的基础;两极格局

形成的标志是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它是雅尔塔体系的一个组成部

分和集中体现;冷战开始的标志是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冷战是雅尔塔

体系下美苏两极对抗的主要形式。一般而言,两极格局的结束意味着冷战

的结束和雅尔塔体系的瓦解。



课堂篇 探究学习



情境体验

探究点一  美苏冷战与两极格局的形成

材料一　今日世界已面临严重局势……几乎所有国家必在二种生活方式
选一种……极权政权之种子……在贫穷与争斗之劣土中蔓延及生长……
重大责任加于吾人之身。

——杜鲁门1947年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说

材料二　美国应该尽力协助世界回复至经济健全的常态,没有它,也就没有

政治的安定,没有牢固的和平。我们的政策不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主义,

而是反对饥饿、贫穷、悲惨、混乱。我们的任务是唤起合理经济的再生,

促使政治社会的结构容纳自由制度存在。

——马歇尔1947年6月在哈佛大学的演说



材料三　杜鲁门主义的意识形态——军事承诺与马歇尔计划的经济义务
是一个胡桃的两半。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

情境解读 注意材料一的出处,结合杜鲁门主义的相关史实归纳。联系材料

二出处中的信息提示“马歇尔”,结合马歇尔计划的内容和目的回答。材料
三中关键信息是最后半句,从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实质提炼隐含的

历史信息。



互动探究(1)材料一中“二种生活方式”指的是什么?“重大责任加于吾人之
身”表明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什么?

(2)材料二中马歇尔所说“协助世界回复至经济健全的常态”的含义是什么?

他所说的“自由制度”是什么制度?

(3)从目的角度看,如何理解材料三反映的历史信息?

提示 (1)方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目标:遏制社会主义,称霸世界。

(2)含义:帮助战后的欧洲恢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

(3)两者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扶持和控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美国遏制苏

联、称霸世界服务。



素养史论

1.历史解释——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比较
(1)相同点

①背景:都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苏由战时同盟关系走向对抗。

②实质: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遏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稳定

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确立和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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