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

第3课 土地改革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实施
    1.原因

    （1）______________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2）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获得土地。

    2.地点：__________。

    3.时间：______—1952年底。

    4.法律依据：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封建土地制度

新解放区

19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5.主要内容：废除__________________的土地所有制，实行______的土地所有制。    

6.具体实施办法：从1950年冬起，全国______进行土地改革，没收______的土地，

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给______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在劳动中改

造自己。    7.特点：政治上保存富农经济，中立富农。

    

8.结果：到________底，除__________地区外，全国大陆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

地主阶级封建剥削 农民

分批 地主

地主

1952年 部分民族



二、土地改革的意义
    1.政治意义：（1）土地改革的完成，摧毁了我国存在2 

000多年的_______________，消灭了__________；（2）______翻了身，得到了土

地，成为______的主人；

（3）使__________更加巩固，也大大__________________。    

2.经济意义：__________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的____________准备了条件。

                                                               

封建土地制度 地主阶级 农民 土地

人民政权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农业生产 工业化建设



一、进行土地改革的原因
    

在旧中国，农村实行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乡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

占据着农村约70％~80％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广大贫雇农和大多数

中农终年辛劳，却得不到温饱。这是中华民族被压迫、被侵略、陷于穷困落后的根

源，是我国走向工业化，实现统一及富强的根本障碍。这种情况如果不彻底改变，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得以巩固，农村的生产力就不能得到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

就不能实现。所以，为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

为给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必须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是民主

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



二、土地改革后土地制度的性质
    

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翻身

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农民土地所有制是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



一、选择题
1.1950年6月有报刊发表社论称：“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是中国人民对残余的

封建制度所发动的一场最猛烈的经济的政治的战争，将在实际上结束中国社会的半

封建性质。”这件大事是(     )

A.土地改革 B.新中国的成立 C.抗美援朝 D.和平解放西藏

A



2.下表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农村的土地占有状况。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央

人民政府颁布了(     )

地主和富农 占乡村人口不到7% 占有土地50%以上

贫农、雇农和中农 占乡村人口57%以上 占有土地14%

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B.《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C.《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D.《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B



3.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唱道：“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

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新解放区农民

获得土地开始于(     )

A.1948年底 B.1952年底 C.1950年底 D.1956年底

C

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1949—

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期，其中1952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提高53.5%。农业的

变化主要是因为(     )A.大力发展农业机械 B.土地所有制发生变化

C.地主支持新生政权 D.推广农业生产合作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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