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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课　十月革命的胜利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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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定位 素养解读

了解列宁领

导的十月革

命爆发的原

因、过程,理

解十月革命

的世界历史

意义

(1)结合列宁主义的形成过程,从唯物史观角度认识

列宁主义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深远意义

(2)从时空观念角度理清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历程,

从而概括十月革命的特点和意义

(3)了解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到苏联模

式的演进,从史料实证角度认识苏俄(联)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曲折性和渐进性,并运用唯物史观评价苏联

模式



课前篇 自主预习



一、列宁主义的形成

1.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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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展开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5)思想:1900年,列宁创办《火星报》,宣传马克思主义。



2.列宁主义诞生

标志: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的拥护者在中

央委员会中占多数,被称作“布尔什维克”。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布尔什维
克党的建立。党的指导思想是“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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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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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混易错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主要表现为

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落后,社会各种矛盾激化,沙皇统治成为各种

矛盾的焦点,而不是俄国在前线战事的接连失利。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

1.过程

(1)二月革命胜利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人将政权交给临时政

府,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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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沙皇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易混易错俄国的二月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判

断一场革命的性质,不只要看领导阶级,更重要的是看革命的任务。二月革

命推翻了封建沙皇专制统治,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它是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2)1917年4月,列宁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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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1917年11月7日,革命武装占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

(4)成立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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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会标志着苏维埃政权在俄国正式建立。

“四月提纲”为革命指明方向 



2.意义

(1)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2)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俄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划时代事件。十月革命建

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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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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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

(4)从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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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混易错 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

巴黎公社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十月革命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

党领导;巴黎公社孤军奋战,十月革命得到工农兵的支持;巴黎公社是无产

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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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

(2)1918年夏,国内战争开始后,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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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前线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城市饥荒,但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

益,导致战后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说明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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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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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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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苏联成立:1922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
”。



易错提醒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的关

系来扩大生产、巩固工农联盟,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政策。它

坚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苏维埃的领导,不会恢复到资本主义时代。



图解历史 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3.苏联模式

(1)方式:1924年1月,列宁逝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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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提升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内容社会主义工业化 农业集体化

决策 1925年,联共(布)“十四大” 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
方式两个“五年计划”(1928年至1937年) “逐步”集体化到“全盘”集体化



内容社会主义工业化 农业集体化

成就

◇形成了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基本上

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

◇1937年主要工业部门的产量跃居欧洲第

一、世界第二,与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差

距大大缩小

◇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

基础

◇为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

基础和条件

◇使城市居民的粮食

供应得到一定的保障



内容社会主义工业化 农业集体化

问题

◇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农业和轻

工业长期落后,直接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

◇片面追求工业的产值和产量,造成产品单

调,质量低劣

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和农业的发展,也

阻碍了苏联国民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



(2)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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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发展为世界工业强国。

(3)特点: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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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政治上表现为权力高度集中。

(4)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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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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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巧识记 苏联模式 



课堂篇 探究学习



情境体验

探究点一  十月革命的爆发及胜利

材料　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

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就是在这种基础上进行十月革命的,不然,我

们就不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
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便利了城市无产者去影响农村半无产的

贫苦劳动阶层。

——摘编自[苏]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情境解读 抓住“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
特地结合”“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这两个信息去理解分析。



互动探究结合材料,分析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

提示 革命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结成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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