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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8_BF_91_E7_c38_170739.htm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

：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过渡时期总路线

和“一五”计划制定的条件和基本内容；过渡时期的概念；

三大改造的完成及其历史意义；“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及

其重大意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1954年宪法

的制定。 2能力方面： (1)通过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内容的教学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2)通过对“

一化三改”的关系和三大改造的教学，培养学生初步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 3态

度、价值观方面： (1)通过对中国人民全力投入和支持工业化

建设的教学，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2)通过对重工业在

“一五”计划工业化建设中突出地位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正

确认识国情的教育。 4学法指导方面：来源

：www.examda.com (1)通过引导学生分析三大改造完成的历史

意义，使学生学会多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 (2)通过引导学生

掌握“一五”计划期间的建设成就，培养学生归纳，概括知

识的方法。 重点、难点分析 1重点分析：过渡时期总路线和

三大改造的完成是本节内容的重点。这一内容与前面所学过

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有关内容和本章第一、二节的内容有

直接联系，要引导学生联系这些知识，理解从新民主主义向

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及开展工业化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分

析三大改造对工业化建设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认

识进行三大改造的重大意义。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理解



问题和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 2难点分析：三大改造所采取

的方式是本节教学的难点。在教学中可通过新中国工业化建

设与其它国家所面临的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不同国情的比较

，引导学生理解党和政府在三大改造中所采取的方式是适合

中国国情、保证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选择，

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发展。通过教学培养学生比较、

分析问题的能力。 课堂教学设计 师：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说到：“西方侵略者几百

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

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西方侵略者之所以可以架起几大炮

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根本原因何在?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新

中国是否彻底消除了这一威胁? 生：(思考后回答)来源

：www.examda.com 师：(归纳、总结)近代历史上这一悲剧的

出现固然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密切相关，但是根本上看是由

于被侵略的国家社会生产力落后，无力抵御工业发达的西方

侵略者。历史的发展一次次地证明：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

只有实现工业化，提高综合国力，为加强国防提供基础，才

能彻底避免遭受侵略与奴役的命运。这也是百年来中国人民

梦寐以求的目标。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和政府为实现这一目

标进行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工作? 生：(回忆听学内容，回答) 师

：(概括、总结)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从

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

变的伟大目标。建国初期，通过开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

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建立国营经济，恢复国民经济等一系

列斗争和努力，使新生人民政权得以巩固，社会主义国营经

济建立，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政府从1953年开



始，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目标

而努力奋斗。(板书第三节的课题)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

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师：1953年，中国共产党经过酝酿、讨

论，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制定了完成过渡

任务第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即第一个五年计划，请同学们阅

读教材中的有关内容，思考：在这两个重要文件中，党和政

府提出了什么基本任务?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

内容分析，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党和任务遵循的原则

是什么? 生：(阅读教材，了解过渡时期的概括，思考、回答

问题) 师：(归纳、总结)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规定

的基本任务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即实现以重工业为

核心的工业化，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和政府所

遵循的原则是二者同时并举，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实现。党和

政府为什么要遵循这样的原则来开展工作?请同学们结合工业

化所需要的条件和教材有关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的社会经济

基础的内容进行思考、回答。 生：(在教师指导下回忆有关知

识，阅读教材有关内容，思考、回答) 师：(归纳、总结)工业

化建设必须具备资金、原料、市场等条件，这就需要改变自

然经济所造成的生产的分散性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而中国

在进行工业化建设时，不仅缺乏工业基础，更为严重的是，

控中国经济发展中，保留了大量自然经济的残余，特别是农

业，手工业中大量个体生产的存在，使生产水平的发展受到

极大的限制，无法满足工业化展开后，城镇规模扩大、非农

业人口增加和工业生产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在“一五”计

划刚刚展开时，因农业生产水平低对工业建设发展的制约已



经暴露出来。(学生阅读教材有关内容)大量个体经济和私有

制经济的存在不仅限制了工业化的建设，也使社会主义制度

的建立缺乏稳固的经济基础。因此，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同

时，党和政府采取措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

行改造，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程中为工业化发展创造

有利的条件。同时，党和政府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设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完成

过渡任务。这一时期就是我们所说的“过渡时期”。由此可

见，党和政府在制定国家发展的规划时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

态度，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针和政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和“一五”计划提出后，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

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探索。(教材板书标题)来源

：www.examda.com 二、三大改造的完成 1农业、手工业的改

造 师：“一五”计划开始实施时，党和政府对个体农业和手

工业的改造采取了什么原则和方针?通过什么形式进行?为什

么要这样做? 生：(阅读教材有关内容，概括、思考回答) 师：

党和政府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采取了积极发展稳步前

进的方针，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通过典型示范逐步推进的

方式引导农业走合作化道路。之所以如此，也是由我国的国

情所决定的。中国是个农业国，自然经济长期存在和发展造

成了占绝对优势的个体经济。这一情况使广大农民和手工业

者对高度的公有制缺乏思想准备。历史的经验表明，革命和

建设的发展必须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在对农村和城市的个

体私有制经济改造过程中，必须本着有利于国家建设，又能

够满足广大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原则，采取稳妥的步骤。为此

，党的政府采取了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方针，即继续保



留农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通过合作生产的方式，建立集

体所有制经济，逐步进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做法一方面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改变了个

体经济的分散性和落后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得到广大农民和

手工业者的支持，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工业化

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农业、手工业改造同时，党和政

府对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也采取措施进行改造。

2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师：中国的民族资本主

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其发展中具有什么特点? 生：(回

忆有关知识，回答问题) 师：(归纳、总结)中国的民族资本主

义工商业是在近代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新中国成立后

，它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但民族资本主义

工商业采用近代化手段进行生产，在工业化建设中有其积极

作用。民族资产阶级依靠剥削工人的劳动赚取利润，但具有

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国家富强的一面。充分发挥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优势，调动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有利于工业

化的开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因

此，党和政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

“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针，制定了稳妥的政策，逐步实

现改造。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了什么政策

和步骤?有什么好处? 生：(阅读教材，概括、回答)来源

：www.examda.com 师：党和政府采取了赎买政策，将资本主

义工商业逐步纳入不同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最终彻底

转变为公有制经济。通过这些措施，既限制了资本主义经济

过分发展给过渡任务完成带来的消极影响，又通过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资本家利益充分发挥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工业生产中



的积极作用，同时通过和平的方式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

创造了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过渡的新

途径。经过三年的斗争和努力，党和政府在“一五”期间完

成了对私有制经济的改造，这对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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