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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代史  

第5讲    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与国际秩序的演变



时空定位



阶段特征

阶
段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1914—1945）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竞争、现代化模
式调整与创新的时期，是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时期，也是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时期。

经
济

（1）苏联模式：十月革命后，苏俄（联）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相继实行了“战时共产主
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领导下，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2）国家
干预经济：面对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开
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模式；金本位制崩溃。

政
治

（1）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帝国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矛盾不
断激化，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沉重灾难，严重冲击了世界秩序
，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国际法不断发展。（2）两种社会
制度竞争并存：俄国十月革命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与竞争，深刻
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3）世界殖民体系受到动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族民主运动，沉重打
击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动摇了世界殖民体系，成为影响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

思
想
文
化

（1）社会主义理论：列宁洞悉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形成
列宁主义。（2）资本主义经济理论：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代替自由主义成为
资本主义经济的指导思想。（3）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客观上使得自由、民主与
民族独立的思想进一步传播，进一步激发了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从政治理论上确立了民族自决与废除殖民主义的正义性，对殖民主义造成
致命打击。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帝国主义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列强之间矛盾激化。
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形成两大敌对军事集团。
导火线：萨拉热窝事件。

一战的背景

马恩河战役：德军战败，标志其速决战破产。
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日德兰海战
美国和中国参加协约国，俄国十月革命后退出了战争。

战争进程

一战后的
国际秩序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
      会议：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条约：《凡尔赛条约》《九国公约》等
      内容：惩罚和削弱德国， 限制美英日海军军备
            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作为侵略中国的原则
国际联盟的成立
      宗旨：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评价：英法将国联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
            形成“全体一致”原则、 在制裁侵略，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没有发挥作用
一战的影响：削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力量、促进殖民地人民觉醒、和平运动日益高涨

第14课：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国际秩序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国际秩序

知识点1：第一次世界大战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1)根本原因：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起列强对世界市场和
世界霸权争夺的矛盾。主要矛盾：①英德矛盾：争夺欧洲乃至世界的领导地位；②法德矛盾：阿尔萨斯—洛林
等领土争端；对北非殖民地的争夺；③德俄矛盾：贸易摩擦，关系不断恶化；④奥匈帝国与俄国矛盾：争夺巴
尔干半岛，使其成为欧洲“火药桶”。(2)军事原因：20世纪初，欧洲形成了两大敌对的军事集团，它们竞相扩
军备战，制定战争计划，推动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主要矛盾：形成两大军事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
”。）(3)直接原因：萨拉热窝事件引发两大军事集团主要成员国相继宣战，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4)

意识形态：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使两大军事集团相互仇视，推动了战争的爆发。(5)物质基础：科技
进步成果和巨大的生产力被应用于军事领域。
2.爆发：1914年7月28日，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
3.性质：列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之战。
4.三条战线：英法军队与德军对阵西线，德奥联军与俄军在东线厮杀，奥军与俄军及塞尔维亚军队在南线争斗。
其中西线是决定性战场。
5.战争经过：（1）1914—1915年：①德军进攻法国；②马恩河战役标志德国“速决战”破产；③日本占领了
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租借地，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灭亡中国。（2）1915—1916年：①凡尔登战役
和索姆河战役使双方伤亡惨重；②日德兰海战，德国未能突破英国的海上封锁。（3）1917—1918年：①美国
和中国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②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于1918年退出了战争.③1918年11月11日，大战以同盟
国的失败而结束。
6.影响：(1)削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力量，动摇了欧洲的世界优势地位，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
觉醒。(2)美国的参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改变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3)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反
对战争、要求和平的运动日益高涨。



课堂精练课堂精练

22．下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漫画，画面中拔河的一方是人多势众的协约国，另一方是

只有两人、势单力孤的同盟国，中间站立者是美国。对该图寓意解读最合理的是（    ）

A．美国是交战双方的调停人              B．大国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C．战争初期主动权在协约国              D．美国是战局的决定性因素

D

1．1910年，英国安吉尔的著作《大幻觉》出版后，该书立即成为畅销书。他主张，在当时各国财政

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胜者和败者同样遭殃，战争成了无利可图的事情。其观点（   ）

A．旨在呼吁人们开展要求和平的运动          B．为西欧延缓军事冲突升级提供了借鉴

C．未认识到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D．认为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时机尚未成熟

C  



知识点2：一战后的国际秩序

1.凡尔赛—华盛顿体系：（1）建立：①1919年，巴黎和会缔结《凡尔赛条约》；②1921—1922年，华盛顿
会议缔结《九国公约》。（2）性质：帝国主义的国际新秩序；（3）内容：①德国及其盟国承担战争罪责，战
败国向战胜国割地赔款，裁减军备，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被战胜国瓜分；②承认波兰复国，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和
南斯拉夫等国家独立；③限制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海军军备；④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但日本保留了诸多特
权；列强同意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作为侵略中国的共同原则。（4）局限性：①关于战争的罪责问题,

激起整个德意志民族强烈的复仇心理；②以所谓民族自决为原则的领土安排,引发新的民族矛盾,实际上加强了

德国地缘政治的潜在战略优势；③美国退出欧洲政治并拒绝参加国际联盟,对欧洲采取孤立主义,是二战中反法

西斯战线未能及时建立的原因之一；④该体系对苏联的排斥与敌对,使二战初期失去了在东方钳制德国的最重

要力量；⑤该体系加强了日本在东亚的潜在军事战略优势。

2.国际联盟：①概况：国联被英国和法国控制,美国始终不是国联成员,苏联加入很晚,国联缺乏普遍性和权威性。

它规定了形成决议的“全体一致”原则,使之难以履行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责任。②性质：国联是第
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性国际组织。③宗旨：促进国际合作和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④实质：英法将国联
作为维护自己既得利益、操纵国际事务的工具。⑤影响：国联在制裁侵略、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
作用。
3.国际法的发展（选必内容）：1928年8月,美、法等国签订了《非战公约》。宣布缔约各国在它们的相互关系

中废弃以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但是，公约并未真正得到实行。



课堂精练课堂精练

4.1927年，德国歌剧《琼尼开演》大获成功。剧中的黑人音乐家琼尼冲破禁忌来到美国，

成为人生赢家；与之相对的两个人物被视为穷途末路的欧洲，最后被火车轧死。这折射出

（     ）

A．欧洲文化向全球的扩张               B．德国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

C．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到来               D．战后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

D

3.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立了以国联为代表的一战后国际秩序。美国因为国会反对并未参加国联；

苏联因与芬兰发生战争被开除出国联；德国与英国、法国拥有同样的表决权；意大利对国联的原则

持反对态度。国联的主要成员除日本外都是欧洲国家。这表明国联（    ）

A．错配国家实力与国际权力                B．受到英法两国的操纵

C．主要受传统均势原则影响                D．遵循了大国一致原则

A  



俄国资本
主义经济
发展

沙皇专制
统治强化
社会矛盾
日益尖锐

工人阶级
发展壮大
工人运动
兴起

列宁主义
形成

两个政权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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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继续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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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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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

十月
革命
胜利
成立
苏维
埃政
权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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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社会
主义
国家
诞生

战时
共产
主义
政策

社
会
主
义
实
践

背景：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苏维
      埃政权
目的：集中资源保证战争胜利
措施：实行余粮收集制
      企业国有，取消商品交换
影响：保障了粮食供应，危害了农民
      利益，导致政治经济危机

内容：实行粮食税，允许私营
      企业发展，引入外国资本
特点：通过市场和商品货币发展经济
评价：发展了经济，巩固了工农联盟

 特点： 农业集体化
        优先发展重工业
        单一的公有制经济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评价：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国家强大
       为卫国战争胜利奠定基础
       片面发展重工业，工业和轻工
       业落后，国民经济比列失调
       人民消费水平低

第15课：十月革命的胜利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斯大
林模
式

新经
济政
策

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
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二月
革命

推翻沙皇
专制统治

原
因

内
容



知识点1：列宁主义的形成

二、十月革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1．形成条件：①经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②政治：沙皇专制统治持续

强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③阶级：工业的发展造就了俄国第一代产业工人；④组织：1898年，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宣告成立，展开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⑤思想：1900年，流亡国外的列宁创办《火星报

》，宣传马克思主义。

2．形成标志：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

的建立，并确立党的指导思想是“布尔什维主义”，也就是列宁主义。

3．主要内容：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②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俄国是“

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③“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

利”。(4)工人阶级要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4．历史影响:①列宁深刻洞悉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

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列宁主义。②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等

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为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课堂精练课堂精练

2.列宁在1913年撰写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中提到“欧洲也跟着亚洲行动起来了，不

过不是按照亚洲的方式。……物价的飞涨和托拉斯的压榨已使经济斗争空前尖锐……疯狂的

扩充军备和帝国主义政策，使得目前欧洲的‘社会和平’活像一桶火药。而一切资产阶级政

党的解体和无产阶级的成熟的过程正在持续地进行”。列宁意在强调（    ）

A．亚欧革命的性质完全一致              B．世界无产阶级应联合斗争

C．工人阶级要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D．帝国主义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

C  

1.1.1905年，列宁指出：“如果我们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专制制度的让步，而是彻底推翻它，

那么我们就必须用临时革命政府来代替沙皇政府，这个临时革命政府一方面将在真正普遍、

直接、平等选举权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另一方面又能够保证选举完全自由

地进行。”列宁意在强调俄国（     ）

A．进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B．建立西方式的议会制政权

C．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政府              D．和平过渡具有现实可行性

A  



知识点2：十月革命的胜利

1．过程：(1)政权并存：①二月革命胜利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人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达成协议，

将政权交给临时政府，自己则处于次要地位。②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它继续进行帝国主义

战争，一直没有满足人民群众对“和平、面包和土地”的要求，并镇压人民的反抗。(2)指明方向：1917年4月，

列宁从瑞士回到彼得格勒，发表《四月提纲》提出了将俄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的战略

和策略，并亲自领导了组织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3)占领冬宫：11月7日，即俄历10月25日，革命武装占领

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4)成立政权：①成立：1917年11月8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推翻

临时政府，成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②意义：这次大会标志着苏维埃

政权在俄国正式建立，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2．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①世界历史：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资

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伟大飞跃，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纪元。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与竞争，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②俄国的现代化：苏维埃俄国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为俄国社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③民族解放运动：十月革命沉重打

击了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为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新

的道路。④对中国的影响：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转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课堂精练课堂精练

4.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表示：“世界大乱要求毫不延缓地研究劳资关系中出现的困难，

迫使我们把自己家里的事情整顿好。坦白地说，在没有承认工人长期为之斗争的基本权利之

前，是不可能经常地、稳定地调整好劳资关系的。”这表明（     ）

A．十月革命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B．美国国内革命形势渐趋成熟

C．世界大战有利于各国改善工人待遇  D．法西斯主义威胁到美国社会的稳定

A  

3.3.俄罗斯学者指出：“沉重的战争负担超出了人民的忍耐力和控制力，人民还不需要西欧式

的民主。农民需要土地，工人需要工厂，而其他人则要求结束战争，这一切都必须马上实现，

已经等不到成立大会了。因此，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把人民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这段话可用

来解释（     ）

A．二月革命爆发的社会背景                B．列宁主义诞生的时代背景

C．苏俄陷入内战局面的原因                D．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覆灭的原因

D  



知识点3：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

1．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背景：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联合起来，企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他们通过武装干涉，使苏俄陷入内战当中。(2)目的：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保证战争的胜利。(3)内容：其中最
重要的是余粮收集制，将农民除口粮、种子粮以外的一切余粮收集到国家手中。(4)评价：①积极性：余粮收集
制保证了前线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城市饥荒。②消极性：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导致战后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2．新经济政策：(1)时间：1921年3月，苏俄政府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2)内容：①农业：调整国家与农民的
关系，通过粮食税等市场机制建立工农联盟。②工业：允许私营企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以租让制等形式在

一些经济部门引入外国资本。(3)意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稳定和恢复了国民经济，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3．苏联模式：(1)背景：①1922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②1924年1月，

列宁逝世。(2)途径：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先后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3)成就：①经过

两个“五年计划”，到1937年，苏联宣布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目标，主要工业部门的产量跃居欧洲首位、世
界第二位。②苏联在很短时间内从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小农国家发展为世界工业强国。(4)内容：在经济上
表现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政治上表现为权力高度集中。(5)评价：①积极：苏

联模式使苏联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奠定了强大国家的基础，为后来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创造了物质条
件，为苏联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②消极：苏联模式排斥市场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在农业集体化中采用

强制手段，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业和轻工业长期落后，消费水平相对较低。这些问题影响了苏联的发展。



课堂精练课堂精练

6.1922年年初，列宁要求参加西方主导的热那亚会议的苏俄代表团，“不是以共产党人的

身份，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去热那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使用“暴力革命”和“流血斗

争”的字样，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必要交往中“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这表明，此

时苏俄（     ）

A．依赖外资建设重工业                 B．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斗争松弛

C．经济政策具有灵活性                 D．突破了计划经济指令的束缚

C  

5.5.列宁在1921年的《粮食税》中指出：“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

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

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由此可知，列宁（    ）

A．意识到战时共产主义实施必要性           B．找到了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途径

C．坚持无产阶级掌握国家经济命脉           D．认为推行计划经济体制是正确选择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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