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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计划”

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

转，但我国的工业水平很低，基础薄弱且门类不全，我国的工

业化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不及印度

时间 1953—1957年

目的
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尽快改变我国工业水平落后的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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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任务

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

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

地培养建设人才

主要

成就

工业方面：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长春第一汽

车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和飞机制造厂等建成

交通运输业方面：新建宝成、鹰厦等铁路;川藏、新藏、青藏

公路相继通车，密切了祖国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联系；1957年武

汉长江大桥建成，连接了长江南北的交通

意义 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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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大改造

三大改造

时间 1953—1956年 内容

国家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 背景

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虽然得到恢复和发

展，但分散经营影响农业生产发展，农产

品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农民

有进行互助合作的要求



返回至目录

三大改造 农业

形式
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走集体化和共同富

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阶段
经历了三个阶段：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结果
1956年全国绝大多数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

合作社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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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改造

农业 影响

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农村初步建立起社会主

义制度，也推动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

形式 引导手工业者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结果
1956年底，90%以上的个体手工业者参加

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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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

改造

资本主义

工商业

目的 使私有制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形式

公私合营：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

居于领导地位

赎买政策：国家对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

赎买政策，即按全行业公私合营时资本家的资

本发给定息，实现了和平过渡，是中国社会主

义改造的创举

过程
1954年开始—1956年初出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

高潮—1956年年底基本完成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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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

改造

实质
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场变革

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

意义

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标

志着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国从此进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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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失误和挫折

“大
跃

进”
和人

民公

社化

背景

1956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会议正确分析了国内的

主要矛盾，明确提出当前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

量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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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跃

进”
和人

民公

社化

原因

党和人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足，

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忽视了经

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表现

“大跃进”：农业上主要表现为对农作物产量的严重浮
夸，放高产“卫星”；在工业上主要表现为大幅度提高经
济计划指标，掀起了以“高指标”“瞎指挥”为特征的大炼
钢铁运动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由此“共产风”在全国盛行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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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跃

进”
和人

民公

社化

影响 造成1959年至196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教训

经济建设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不能急于求成；要

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一切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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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大革

命”

原因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资本

主义复辟的危险，于是他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目
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开始
1966年“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决定》的通过，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性质
是一场由党和国家领导人轻率发动的、被两个反革命

集团利用的全国性政治动乱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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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大革

命”

动乱

“一月风暴”引发全国性的夺权运动；“刘少奇案”成为
“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党内许多重要领导人受
到打击和迫害；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

反革命

集团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的标志：1971年

“九一三事件”）
江青反革命集团

结束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影响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新中国成立
后最严重的挫折，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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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大革

命”
教训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坚

持依法治国的方针；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模范

人物
王进喜

中国石油工人的代表。为建设大庆，发展我国的石油

工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以他为代表的艰苦创业精

神，被誉为“铁人”精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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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

人物

焦裕禄

河南兰考县委书记，带领兰考人民治理“三害”
（内涝、风沙、盐碱），他身患重疾，依旧忍痛坚持

工作，被誉为“党的好干部”。在他身上，体现了鞠躬
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

雷锋

作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在短暂的一生中助人无

数，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毛泽东亲笔题

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雷锋精神极大地影响了社会风尚，培养教育了几

代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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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五计划”的特点是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不是片面发展

重工业。

    2.“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后，我国工业落后的面貌开始得到改变，奠

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并没有实现工业化。

    3.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成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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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社会

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1956年底

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

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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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

型的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但后者不是宪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指明了中国的

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但此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尚未完全建立。1956年

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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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三大改造中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是建立农业生产合作

社，即农业合作社；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建立的是人民公社。

    8.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是在理论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江

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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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1953年12月，新中国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基层选举。许多工业、农业

和其他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被选为人民代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体

人民参加的空前规模的普选。由此可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

基础的是(     ) 

A.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B.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C.三大改造 D.人民公社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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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为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对民族地区实行的政策；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1958年，与题干“1953年”时间不符；三大改造是在

1953到1956年，与“第一次全体人民参加的空前规模的普选”无关，排除 

A、C、D。故选B。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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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北京同仁堂是我国中药名牌老店。1954年，为了贯彻国家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同仁堂率先实现公私合营。我国在公私合营过程

中采取的创造性举措是(     ) 

A.无偿没收 B.赎买政策 C.平均分配 D.成立乡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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