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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设计方案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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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1.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2.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2.3 教学目标

单元目标 目标描述

知识目标 通过阐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造

的道路及其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基本确立及其重大意义。

能力目标 使学生深入了解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掌握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

方针、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形式及历史经验。

素质目标 使学生懂得我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走上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

2.4 教学重点、难点

根据学情分析结论，确定了本单元的重点、难点，如下表：

教学单元重点、难点 详细知识与技能点

教学重点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教学难点 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必要性

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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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方法

及手段

时间分配

课前

1.教师利用腾讯课堂发布课前预习和小组作业 ，学

生课前完成任务。

2.签到（1min）

3.学生分享每日新闻两分钟（2min）

4.完成一个小组的主题演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min）

5.小组互评+老师点评（2min）

任务驱动法

自主学习法

直观演示法

15min

导入新课 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

会时，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说：“夺取

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

更长，更艰巨，更伟大。”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

的开始。然而新建立起来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

国，百废待举。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敌视新中国，政

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禁运。反革命势力仍大量存

在，新生政权还不巩固。所以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革

命，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的社会，那么

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问题引导法 3min

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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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

【案例】旧中国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烂摊子？

结论：国家百废待兴，需要经历社会主义革命，经历

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的社会。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教学重点）

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

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新民主主义

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由新民主主义到

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

1.过渡时期的社会特征

（1）经济特征：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

 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案例教学法

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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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的形式：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主要的经济成分是三种：

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

（2）政治特征：

与新民主主义时期三种不同性质的主要经济成分相

联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主要表现为三种基

本的阶级力量：

 一是工人阶级，这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领导阶

级，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通过其先锋队——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

 二是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它们在国家政

权中占有重要位置，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其

中的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一起，构成新民主主义

国家的阶级基础；

 三是民族资产阶级，它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中

阶级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既可以自发地走向

资本主义，也可以被引导走向社会主义，其本身并不

代表一种独立的发展方向，因此，这三种基本的经济

成分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之间的

矛盾，就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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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

的矛盾逐步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而解决这一

矛盾，必然使中国社会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的转变。

【互动】大家知道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组成成

员吗？其中中国共产党占比多少？民主党派人士占

比多少？

过渡时期鲜明特征：虽然非社会主义因素占很大

的比重，但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政治上居于领导

地位。由于社会主义因素的领导地位，加上有利于发

展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决定了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

增长并获得最终胜利，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

制和改造。上述原因决定了我国必须要且能够过渡到

社会主义社会。我国新民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

会形态，而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并逐步过渡到社会

主义的过渡性质的社会。

【互动】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革命，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

【点拨】

互动教学法

互动教学法

分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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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观点错误，理由如下：

a. 革命的性质和社会性质不属于同一个范畴。

b. 革命性质主要与革命对象有关，社会性质由生产

方式决定。

c.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发展方向是社

会主义。

2.新民主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第一阶段：1949年 10月-1952年

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

第二阶段：1953年-1956年

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国际是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3. 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任务

第一阶段：1949年 10月-1952年底

主要任务：一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

【视频】土地改革

二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

【视频】恢复国民经济

三是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巩固新生政权的稳固。

经过举例和多

次互动突破了

教学重点：新

民主主义社

会是一个过

渡性的社会

8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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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1. 总路线的提出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两个转变，同时并举”的思

想；

 1952年 9月，提出从现在开始用 10年到 15年
时间基本完成过渡；

 1953年 6月，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

 1953年 12月形成关于总路线的完整的表述：“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

路线和总任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一化三改也称为一体两翼

【视频】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总路线的实质和目的：改变生产关系，解决生产资料

的所有制问题。直接目的：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间接目的：快速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2. 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必要性（难点）

【互动】为什么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毛泽东主席：“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

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

视频教学法

8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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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

都不能制造。”

【视频】工业化建设

【结论】其必要性：

a. 首先,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

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b. 其次,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对个体经

济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3. 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的可能性（教学难点）

【互动】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什么能够实现？

【材料阅读】让学生阅读材料得出结论

【结论】：

1)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政权，为从新

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2) 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

国营经济这为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

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前提；

3) 土地改革完成后，为发展生产、抵御自然灾害，

广大农民具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

4) 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愈来愈不适应大规模社会

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并且暴露出与大规模国

家建设要求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5)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

2.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

视频教学法

互动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

腾讯视频提问

通过观看视频

大量互动和举

例，突破了教

学难点：

提出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的必

要性，过渡时

期总路线实现

的可能性。

8min

8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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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学生认识到我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历史的选

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从而坚定道路自信。

（2）通过大量视频和互动突破了两个教学难点，让学生掌握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必然性

和实现的可能性。

（3）教学内容与教材有出入，内容过于繁杂和冗长，应该有针对性地删减。

课堂测试 1. 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社会？

2. 怎样理解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发起腾讯课堂

答题功能

3min

布置课后

任务

1. 完成超星网的课后练习

2.观看视频《新中国档案》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http://news.cctv.com/china/20090831/112863.shtml

老师腾讯课堂

上传作业和任

务，并且线上

答疑

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