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改革教学反思六步法 土地改革的教
学反思(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土地改革教学反思六步法篇一

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
业生产。

土地改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
扫清道路的，土地改革是为了解除地主经济及宗法制度对农
民的人身束缚问题，解除农村商品经济发展障碍问题，提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

中国的土地改革，由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目的就不再
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其第一个目的，也是直接目
的，是要解决农村中因土地占有过分悬殊而造成的阻碍农业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安定问题；土地改革的第二个目的，是要
获得广大农民对共产党和新生政权的支持，以解决中国革命
的前途问题，即解决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领导权问题，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领导谁的问题。解决战胜资产阶级，
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另外，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土地改革
问题的报告》时指出：“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
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
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



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在这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毛泽东
也指出“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
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高兴”，并表示庆贺。同年6月30日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第一章“总则”中更明确
指出：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
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籍以解放农村生产力，
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土地改革教学反思六步法篇二

（二）农民翻了身，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

（三）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用心
性，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
了条件。

（四）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五）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生产的发展带给了充分的原料
和广阔的市场，为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相关阅读】

土地改革的目的和好处是什么？

土地改革教学反思六步法篇三

八年级历史教学第三课《土地改革》，内容不多，只讲了两
个子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分布；土地改
革的意义；说到底这节课只讲了一个内容：那就是土地改革，
书本上从土地改革的原因、政策、内容、结果和意义等五个
方面进行介绍，让学生对解放初的土地改革有一个初步的大
致的了解。



我在备课过程中思考的是引导学生如何理清土地改革的一系
全环节。先引导学生分析原因：地主凭借占有土地，残酷剥
削和压迫农民，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和中
国社会的发展，因此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教师
要对农村各阶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进行解释。

从原因中让学生得出进行土地改革的目的：废除地主阶级封
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
产力，发展农业生产。

原因、目的解决后，那么怎样进行土地改革呢？需要哪些政
策作为依据呢？顺势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
布，学生齐声朗读《土地法》的重要规定。并对这一规定进
行分析，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异同，不
同是掌握土地的人变了，由原来的地主变成农民，相同的是
都属于土地私有制。启发学生认识到：这种土地私有制必定
最后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这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意是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富裕的生活。因
此，这种土地私有制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为对农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伏笔。

《土地法》颁布后，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对土地
改革的进程，就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土地，进行适当的分析，
让学生明白为什么？一般来说，学生会认为地主应该被打倒，
被杀头的。其实在土地改革中，只对罪恶极大的地主进行镇
压，对一般的地主只没收他的土地，进行改造教育，当然要
给他属于他自己生活的一份土地。同时还注意小字部分关于
这次土地改革同以往土地改革的不同点的分析，为什么要这
样做？书本讲得较清楚，不用过多展开。

这样的土地改革得到了农民的极大拥护，因此到1952年底，
全国大陆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民享受到土地改革的成
果。让学生从课本上找到这些成果就可以啦。



土地改革的意义两点，第一点是摧毁了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
封建土地制度。这一点，要通过回忆辛亥革命的成果——结
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分清两者的不同。封建制度和封
建帝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二点是人民政权更加巩固，解
放了农村生产力。让学生讨论理解其中的含义：农民真正获
得解放是新政权给予的，农民感激政府，从而拥护政府，积
极参与其中。封建土地制度摧毁了，解除了农民身上的束缚。
从中可以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

土地改革教学反思六步法篇四

我国农村在20多年前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大大解放了农民
的生产力，对扭转我国粮食供应严重紧张的局面做出了关键
性的贡献。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继续前进，这个体制的弊
端也开始逐渐表露出来。

其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导致农田耕地急剧减少，国家和农
民都经受着失地之痛。由于公权力机关往往不珍惜土地，在
公共事务中过度使用土地；而资本更是大力圈占土地；同时，
农民用盖房子、扩大宅基地等意图保住对土地的占有权。这
样一来，中国本来就不多的土地在各种形式的占用中日益减
少。

其二，家庭承包制也不能激励农民对农业生产实行长期投入。
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准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合同，但“三
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现象仍很普遍。

其三，家庭承包制不仅制约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制约着
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农民不能用自己的土地财产
权换取进入城市的生存手段。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规模经
营往往要靠强制，导致依靠农民间的土地财产权转让来形成
土地规模经营的交易成本很高。

够了！单这几条理由，也足以让我们必须考虑改革农村土地



制。

面对这样的困境，“让农民退回到人民公社时代”的主张也
就堂而皇之地摆到了桌面上。笔者丝毫不担心决策者会采纳
这种主张，这种主张只不过是某些人制造噱头、玩弄标新立
异的学术游戏而已。

也有人似乎理由很充分地来维护家庭承包制，因为“土地是
农民的生活保障手段，是万万动不得”。

笔者不敢赞成这种貌似同情农民，实则束缚农民的`主张。如
果一个国家要靠平均主义分配土地的方法来保障农民利益的
话，那意味着这个国家将永无现代化到来之日：人均两亩地
的保障，我们不用细算账也该知道它的意义有多大。

土地改革的积极想法是给予农民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使农
民的土地承包权含有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出售权和抵
押权等一系列权利。

然而，“两亩地保障”的坚持者总在说，这样的积极改革会
导致一些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生活悲惨。笔者以为这
种担忧其实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首先，现行的制度并不能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如果给予
农民充分的土地财产权，反倒可以使农民不容易丧失土地。
第二，新的积极的改革办法固然会使一批又一批农民离开土
地，但这种淘汰是“正淘汰”，留下的是能干的农民。而现
行制度的淘汰是“逆淘汰”，留下的农民往往是不能干的农
民。第三，中国目前正在进行最快的资本积累，如果政策得
当，还会发生最快的城市化。那些在“正淘汰”中出局的农
民会被吸纳在城市化进程中，即使没有能力就业的也会被纳
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第四，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哪个
国家是靠“两亩地保障”来支撑现代化的。日本曾经在类似
的担忧下设计过类似的“两亩地保障”政策，但很快发现工



业扩张使得这种担忧大可不必。于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
初就调整了政策，鼓励土地的集约化经营。第五，现代国家
也能够控制土地的集约化过程和规模，使其适应城市化对农
村劳动力的吸收速度。

我国土地制度的改革需要大智慧，而不是墨守成规。如果我
们真正同情农民，就不要去束缚他们，而应该把他们推入到
现代化主流当中去。

土地改革教学反思六步法篇五

2。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
关系，促进生产力；

3。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

4。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
辟了道路；

5。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6。摧毁了美蒋反动集团的社会基础；

7。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活动迅速恢复和发展，
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
毁了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也被消灭；
农民翻了身，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是人民政权
更加巩固，也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获得迅速恢
复和发展，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