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思路 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读后感(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思路篇一

近段时间读了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报告》，感受颇深。作为一名社工专业的同学，我不仅从普
通群众视角解读了这篇报告，更是利用专业知识对这篇报告
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解读。

首先，就报告本身而言，我觉得毛主席的这份报告可以让我
们对如何写报告有做一个范本，如何写一份调查报告呢？第
一，要确定调研的主题；第二，要确定采取什么调研方法；
第三，知道分析问题的方法；第四，懂得撰写报告。毛主席在
《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采用的是实地调查的调研方法，他
整整话花了三十二天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
长沙五县，提取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的报告，利用
观点对比、案例分析、逻辑归纳等方法撰写了这份报告，可
见毛主席为了这份报告投入的心血，足见这份报告的含金量
以及其对农民的重要性的认识。作为社工专业的同学，我们
学过《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可以利用书本知识与此报告
相结合来总结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我相信这对我们以后的报
告撰写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份报告中，可以发现在革命时期之前有一个组织时期，
我个人认为这个时期是很关键的。在这个时期，需要有人去
领导，有人去组织，有人去支持，有人去参加，这样才能更
广泛地发动群众。这自然让我想到了在《社区工作》课上老



师讲的关于社区工作的相关知识。当作为社工去做社区工作
时，若想去协调好社区的一些问题，想让一个社区的某些长
时间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并非易事。在问题得以解决之前，
我们需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了解社区，进而寻找并鼓舞
一些社区领袖来组织社区居民，从而进行群众性的宣传，达
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认为报告中组织时期的领袖人物正
是那些能直接领导的农会会员，在他们的组织下，农会规模
得以壮大，越来越多的农民自觉加入农会，从而形成更为庞
大的社会群体，正是因为规模的壮大，才使农村革命一步步
的进行下去，直到最后革命的胜利。当然，报告中的组织时
期的各项运动并不完全与社区工作时的一些工作相同。

接着，我就报告内容有了自己的一些解读以及看法。

在毛主席撰写的报告中，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得
出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做的十四大事件：第一件是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第二件是政治上打击地主；第三件是
经济上打击地主；第四件是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
倒都团；第五件是推翻地主武装；第六件是推翻县老爷衙门
差役的政权；第七件是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
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第八件是普及政治宣传；第九件是
农民诸禁；第十件是清匪；第十一件是废苛捐；第十二件是
文化运动；第十三件是合作社运动；第十四件是修道路，修
塘坝。从这十四件大事中，可以看出此次运动中主要是农民
与地主、土豪乡绅之间的斗争以及对农民权力的争取，在政
治上与地主权力斗争，采用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等方
法；在经济上宣传减租、减押、减息等方法；推翻都团、县
衙、祠堂、土匪等团体，建立农民武装；普及政治宣传和文
化宣传。这些做法可谓是对敌人全方位，多角度的打击。从
一系列的运动中体现出农民一步步地将革命推向有利局面的
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条理的。我对十四大事件
中的'第七件事中推翻丈夫的男权以及第九件事中对农民的诸
禁等做法是持积极看法的，在我看来这是革命带来的社会进
步的现象。读了报告，我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农民在长时间的



压迫下所积压的愤怒、不满和他们极其想要革命的决心。也
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农民现状的深刻了解、对农民的支持。

报告中毛主席是一边倒地向着农民，对土豪乡绅、地主等人
几乎是全盘否定。而我确不完全赞同农民的一些行为。
在“所谓过分问题”这部分里面，讲到农会到反对农会的土
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也可以去玷污他
们的的小姐、少奶奶，就这件事我觉得农会的做法和强盗、
土匪没什么两样。其中还有讲到革命是暴动的，是一个阶级
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
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我觉得农民想要翻身摆脱压迫的心情
我十分理解，但是农会连最起码的法理都没有，它真的可以
很好的管理社会事务吗？虽然从现在看农村革命是胜利的，
但在当时那段时期，社会问题也是很多的。在“所谓的痞子
运动”这部分里，里面有一句“他们举起他们粗黑的手，加
在绅士的头上了。”看着这句话，我的内心是划过一丝恐惧
的，是替那些土豪、地主、乡绅感到恐惧。说到这，我想联
系我太公那时候的情况发表我的看法，听爸爸说，爷爷的爸
爸也就是我的太公以前是地主，他虽然有钱，但他心地很好，
他领养了好多个孩子，对每个人都同等对待。奶奶总是
说“你太公以前是凭自己的努力才变成地主的，但是后来革
命，地主家里出来都地位很低的，人家听说你是地主家里的
人，都看不起你，我当时看上你爷爷。”，我并不是很了解
太公那时候的情况，但我知道太公是一个好人，但因为他是
地主而被人看不起，我想在农村革命时期肯定有许多凭自己
努力达到地主、土豪地位的人，而他们却因为处在农会的对
立面而遭到打击，被视为“坏人”，对于农会对这些人的一
些打击行为，我是不赞同的。

以上是我个人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一些见解。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思路篇二



读完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感触良多。
毛泽东当时在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写成了这份报告。
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
的。当时毛泽东意识到农民阶层对革命的重要性，当时党内
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在以后的革命运动证明了毛泽东的
独特见解是正确的。

当时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
动。”也有人向共产党的领导人反映说：“农民-运动难以成
为革命的同盟军”。毛泽东并不认为如此，坚持深入农民阶
层了解真实情况，在此期间，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
料，也为这份报告做足了准备。通过大量的数字和例子充分
有力地说明了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取得民主主
义革命的胜利那就必须牢牢依靠和发动广大的农民。也证明
了农民是革命最强大的主力军，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的
联合农民阶层的力量。农民-运动是对革命的最强烈有力的冲
击。

可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
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
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
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当时的农会
组织的反封建，反帝国，反军阀运动不被中央的领导所认同，
大都领导人认为这是野蛮运动。在毛泽东看来，这次农民-运
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这次农民-运动可以说是
农民在几千年封建地主势力压迫下有力的反抗。农民受够了
封建土豪劣绅的压迫和欺凌，忍无可忍地站出来反抗，他们
对民主有了更强烈的追求欲望。

当时，有些领导人没有做调查就相信一些人小人的胡言乱语
责备农会做了很多“坏事”。但毛泽东深入调查，发现这些
所谓的“坏事”值得赞扬，并一一列举出来作为报告的内容。
农会做的这十四件“坏事”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 推翻



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对封建思想的减弱也有了很大的
冲击。一定程度上，农会推动了革命的发展。这次农民-运动
带给了我们的启示是只有团结和领导农民中最贫困的这部分
人，拉拢那些在革命中也会获得好处的人们，争取和革命对
象有矛盾，有过节的人们的支持与认可，获得与事件无关的
人们的同情或默许，才能建立一个最大程度上孤立敌人的，
对自己有利的形势。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易做文解，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
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
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
东说的这句话反映了对于这样一种要推翻一种绵延了几千年
的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少数人拥有权力的社会，建立一个
平均分配财富，人人都有权力，平等自由的大众的社会，为
这个理想所奋斗的人们，对于旧体制没有极大的冲击力、破
坏力是不可能实现目的的。

这份报告明确的指出了只有联合农民阶层才可以拯救中国，
取得革命的胜利。农会是同盟军的主力军，只有联合他们才
能解决实质性问题。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是很有
必要的，我们应该看到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
在以后的革命中，验证了毛泽东的看法是正确的。

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对当时的革命有很
大的好处，同时也适合当代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有着巨
大的作用，可以指导我们更好的建设新型社会主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思路篇三

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深化与北伐战争取得重大的发展，中国
正急需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来推翻帝国主义、旧军阀、贪



官污吏。农民-运动就此顺势兴起，迅猛异常，但遭到国民党
右派人士的百般阻挠和非难，令人遗憾的是，就连以陈独秀
为首的中共右倾机会主义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
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
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在这种舆-
论的环境下，为了解析和回应党内外的不满和责难，毛泽东
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最为蓬勃的湖南省，实地考察当地的农
民-运动，写出了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
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纵观这篇报告，可以归纳出毛泽东所要论述的几个观点：

一：充分阐述了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强调无
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重要意义。 二：坚持和发挥革命的根本问
题是政权问题的的理论，明确论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
装的必要性。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的
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的政治经济状况，论证了贫农是农民
中最革命的力量。诚如他所说的，“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
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
革命。”

四：深刻地阐发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
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

我觉得读这篇文章要客观，不要因为文章有过激的论证而嗤
之以鼻，也不要因为毛泽东伟大的光环而影响文章局限性的
判断。老实说，一开始读这篇报告，有一些观点我是不敢苟
同的，觉得有些论证未免过于偏激，以今天的角度去评论之，
不妥者甚众。如果不是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当时的社会的背景
和毛泽东写这报告的目的，我还只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而
已。非但我，现在的很多人对这篇文章写作背景以及毛主席
的用意不了解，就随便地给这篇文章扣上一个“逻辑”的帽



子，但其实毛泽东写这篇文章是有他的主观目的的。君须知，
当时国民党及一些保守的革命人士都对农民-运动嗤之以鼻，
轻视农民-运动的力量。毛泽东只有写得坚决一点、激进一点
才能坚定自己的立场，如果在文章里面承认农民-运动的确有
些松散，不正规，就容易被反动人士抓住把柄，不利于革命
的顺利进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毛
主席的那股凛然正气，那股血气。

不难看出，毛泽东是在竭力为农民-运动正名。国民党对农
民-运动的非难，在于农民-运动作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明显
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利益相违背。国民党在制
造农民-运动的谬论的出发点，真的只是在乎农民-运动手段
的不妥吗？非也。农民-运动本身的特点，就是反对封建宗法
制度以及野蛮的土地佃租制度，是对不公平的社会秩序的强
烈撼动。而国民党却确认为农民-运动尽是些懒农、流氓痞子
的运动，身无分文，却像强盗一样要求和他们分资产，他们
根本不会去理会什么农民-运动是革命的主力军的问题，这一
切在他看来就是乱来、胡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想，
假如毛泽东态度有所退让，唯唯诺诺，是何异于陈独秀的右
倾投降？再者，国民党对农民-运动所言的“过分”问题，其
实可以也看出他们对农民-运动的仇视。但毛泽东又是怎样回
应的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诚
哉斯言！古今中外，有哪个政权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取得
的？两千年封建统治下，人们深受其害，必须采取“过分”
之手段才能有力地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以及进一步解放广
大农民的思想。

民-运动失败是必然的。然则为什么古代农民-运动会失败呢？
我想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
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
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



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
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
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可是，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克思政党，
完全可以领导农民革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倘若对形势
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就此徘徊不前，受困于经验主义，岂
不是错过了革命的大好时机？所以说陈独秀是右倾主义者并
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很多书籍上，当提起毛泽东时，动辄以“伟大”、“天
才”评价之。我们就是这样，总是以超越现实的高度去讴歌
英雄、去颂扬生命，却忽视了诸如勇气、坚守等等最原本、
最本质的存在，这多少让我感到遗憾。以前觉得未免肉麻，
但读了这篇文章，我却真实地看到了毛泽东坚持真理、实事
求是的一面，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试想一下，在
当时中共党内投降主义气氛浓厚的的情况下，他无所畏惧，
直抒己见，热情地讴歌农民-运动的胆略和气魄着实让人钦佩。
在当时他应该被视为另类和愤青了吧。但是，没有这样坚持
真理，头脑冷静的“另类”“愤青”，中国革命还会不会有
未来呢？答案绝对是否定的。我就是非常欣赏毛泽东的那种
激情和勇气。对比一下现在的学生，就连我自己想来也觉得
惭愧，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被驯服，总是习惯于老师或某些
权威专家对某些问题所给出的结论或标准答案，像接收指令
般机械地前进着，严重缺乏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于是乎人
云亦云也就在所难免的了。非但理智思考的能力缺乏，就连
质疑事物，与所谓的权威抗争的那种血气都没有了，取而代
之的是精神上的慵懒安逸。一颗心，恬睡于宿舍小阁之中，
流连于儿女私情和电动游戏，遑论出高境，至高格！或许这
才是最可悲的。高晓松就曾经说过，“从来都没有年少轻狂，
我们的青春就是不完整，读再多的金庸、古龙也是不管
用。”必须要认识到这种问题的严重性。遥想当年梁启超的：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至今犹如晨钟暮鼓，震
耳发聩！我们年轻的一代必须要雄起了，否则一事无成，碌
碌无为，算得上什么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在物化的社



会我们欲望太多，要是我们的灵魂里真的多了柏拉图所说的
理智和血气，成为伟人倒不敢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
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思路篇四

这份报告写于1927年3月，通过实地考察，毛泽东提出要重视
农民问题，也提出农民力量是革命的根本力量。在重视的基
础上要把这个庞大的群体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干什么呢？组
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一切阻碍
农民运动的阶层。

详细分析和说明了农民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具体做的事
情，重点肯定了农会做的十四件事：

1、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2、政治上打击地主

3、经济上打击地主

4、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5、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6、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7、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
权

8、普及政治宣传

9、农民禁诸



10、清匪

11、废苛捐

12、文化运动

13、合作社运动

14、修道路，修塘坝

从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毛泽东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和对一切异己
势力的零容忍，同时这些事件，在30年后的1957年逐一上演，
一直持续到1977年。什么叫革命，革命是要流血牺牲，你死
我活的，不管是武力的`，还是文化的。就像毛泽东报告中所
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
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从一开始，毛泽东就很清楚具体要怎样革命，他想要的就是
一切都要打倒推翻，在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建。分析深刻，善
于抓住主要矛盾，大的方向把握住了，其他的无非就是边走
边补充。1927年的报告已经奠定了他此后50年的方向和施政
方案，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句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
能夺也。

都说"命有高低，运皆平等",所谓大格局之人，必定大起大落；
而普通格局的人，则会一生平稳。或许是吧，毛泽东的一生
转战南北，从多次被排挤，到重掌权力，有他的性格和格局
决定，也由他的能力所决定。在1927年那样一个时期，他能
说出："很奇怪，南昌方面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诸位
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
刘岳峙之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赤化了！
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革命革命！嘴里
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



有什么两样！"

这在当时可不是简单的意见不同，而是在蒋介石大肆屠杀共
产党时期的对骂，不得不说毛泽东真正是中国最有成就的"愤
青",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需要愤青，需要这种对很多不好现
象的"破口大骂",在毛泽东的骨子里，除了对中国古代的一些
诗词歌赋很赞赏以外，对传统文化的成见很深，其实也是的，
包括我自己，很多人也说我是愤青，对很多事情看不惯，而
我们的老师或是长辈经常教导我们：见怪不怪！不是和我们
一道去解决问题，反而劝说晚辈，忍一忍就好了，正是这种
对忍让文化深入骨髓的沉淀，造就了我们保守的一面，造就
了我们羊性文化的精神，造就了我们容易得过且过。

正是忍，让我们忍到国土沦丧，正是忍，让我们喜欢稳定。
慢慢才发现，忍这个字的力量太强大了，正是这个忍字让中
国皇权的封建制度经历千年，也让人民被压迫千年。每一位
统治者，都会利用这个字来教化人民，你要学会忍，于是乎，
我们忍，逆来顺受，一直忍着被统治者统治！

我们呼唤正义，呼唤公平，却一直忍着，哪里来的公平正义？

难怪毛泽东评价鲁迅为中国人的灵魂，"沉默哦，沉默哦，不
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结果，一时都忍了，还
在乎另一时吗？继续忍着吧！在悬崖边上，退一步就永远没
机会进一步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思路篇五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篇长达30页，内容多，写读
后感如文字过少容易失之笼统，故而只针对“矫枉必须过正，
不过正不能矫枉”一语写点感想。



农民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同盟军，为了迁就国民党而不敢支
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毛泽东为了
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历时三十二天，
在湖南步行了七百公里，做了详尽的考察工作后写下此文。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说法，其实是要回答
当时的湖南农民运动是否“过分”的问题，是“糟得很”还是
“好得很”的'问题。

中层以上社会、国民党右派认为革命“糟得很”；中派则认
为农会“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
象”，所以是“过分”的、是“矫枉过正”的、“未免太不
成话”。而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后，认为这些观点都是错的，
农民革命“好得很”呢！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
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他的依据主要有两条：

一是，一些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
己逼出来的；

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之所以说出“矫枉必须过正，
不过正不能矫枉”，是由于农民运动已被一些反对者定性
为“矫枉过正”，他是为了与这种观点针锋相对，是为了驳
斥这种错误评价而将“矫枉过正”的成语予以改写，因此，
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从根子上就认为：要矫枉，就必须用过
正的方式来办，才是对的。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矫枉必须过正论”，就能解释，



为何毛泽东（虽不是同一时期）但其实是同意“过犹不及”
的思想方法的。毛泽东在1939年致张闻天的信中，肯定了过
犹不及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并从质和量的统一来说明
了过犹不及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