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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与国际格局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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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立的两极

（一）冷战的背景（一）冷战的背景

材料一

    战时，要保持团结并不太难，因为有一个打败

共同敌人的目标……战后，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往

往会使同盟分裂。

——斯大林1945年于雅尔塔

“雅尔塔三巨头”雅尔塔体系确立，美、苏占主导；失去战时同盟基础



一、对立的两极

（一）冷战的背景（一）冷战的背景

材料二

    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

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

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

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

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

——《罗斯福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关于美国

外交政策的演说》（1944年10月21日） 美苏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尖锐对立

    斯大林1946年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

讲话中说：“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战

争就不可避免，和平是不会有的。苏联人

民必须对战争有所准备。”

    美国政府攻击共产主义，认为它已经

“成为世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



一、对立的两极

（二）冷战的含义（二）冷战的含义

冷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
义国家采取除武装进攻之
外的一切敌对行动。

探究：

1.美苏为什么要“战”？

2.为什么用“冷”的方式？

其一，国家利益的矛盾；
其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

其一，二战后世界人民要求和平；
其二，苏联的实力与美国相当。



一、对立的两极

（三）冷战的过程

    我相信美国的政策旨在支持自由国家人民抵抗少数
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我相信我们必须协助
自由国家人民依照其自己的方式，造成其本身的命运。

——杜鲁门在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国会特别联席会议上的演说

冷战开始标志：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实质是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
力量，实现美国的霸权政策。



一、对立的两极

（三）冷战的过程（三）冷战的过程 划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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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考虑给（欧洲）以额外的、大量的和无偿的援助，

不然的话就会面临危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解体。

——马歇尔

    接受这一法案的国家，经济计划应受到美国的监督，

应撤销关税壁垒，降低关税税率……

——《欧洲复兴法案》

马歇尔计划实质：
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控制西欧，共同“遏制”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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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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