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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自主复习】 

1.“一五计划”实施的原因、特点及意义？ 

2.三大改造的内容、实质及意义？ 

3.八大的内容及意义？ 

4.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间、违背的规律及危害？ 

5.国民经济调整的背景、时间及意义？ 

【史料研读】结合下列材料理解“一五计划”实施的原因、特点，以及三大改造的实质。 

材料一  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以有

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 

——《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 

材料二  下面是 1950～1956年我国工业中各种经济成分的变化情况(以工业总产值为 100，不包括手工业)： 

 

【图解识记】1956～1976年成功的探索、失误及启示 

 

【高考真题演练】 

1．（2017.浙江）周恩来在政协某次会议上指出：“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 
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这里“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是指 
A．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                                B．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利用沿海工业 
C．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转向城市        D．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2015·海南）1956年，浙江温州有合作社曾实行包产到户，到 1957年温州地区实行包产的农户占入社农户的 
15%，与此同时，四川、广东、安徽等省一些农业社也先后实行了包产到户。此后直到 70年代，仍有一些地方曾实 
行包产到户。这一现象反映了 
A．农村基层政权管理体制薄弱                          B．市场经济在农户经营中起重要作用 
C．基层的探索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奠定基础              D．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自下而上推进 
3．（2014·全国Ⅰ卷）“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各地根据国家粮食计划供应的相关规定，以 
户籍为依据确定粮食供应的对象与数量。这一制度的实行 
A．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B．保障了工业化战略实施 
C．缓解了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                         D．加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4．（2014·全国卷）1958年一则新闻报道称，某县一农业社创造了平均亩（0．067公顷）产 36956斤（18478千克） 
的惊人纪录。来自各地的参观者普遍认为，人的智慧和大自然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这 
A．显示出农业合作化运动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B．体现了集体经营对提高生产效率有一定作用 
C．反映了科学技术进步极大提高了粮食产量            D．折射出人们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 
5.（2013·山东）20世纪 50年代，中苏两国对中国的某一新生事物产生了不同看法。前者认为它是“中国加速社 
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后者则认为 20—30年代的苏联类似尝试，但“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 
“它”是指 
A．土地改革                                        B．“一五”计划    
C．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D．人民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