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材定向 考点定位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

理

(1)近代中国共和制探索的曲折历程、特点及评价。

(2)近代中国官员的选拔与管理及对近代中国文官制

度的认识。

(3)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背景、措施、结果及影响。

(4)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货币制度和关税制度的演变

历程及评价



• [素能认知]

• 1．历史解释——民国初期政党政治的特点
• (1)各类政党、社团纷纷建立，政党政治活跃。

• (2)各派政治力量迅速分化和重组，以谋求议会席位为目标。

• (3)各党派展开激烈竞争，开始了政党政治的尝试。

• (4)政党数量众多，但没能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 2．历史解释——近代中国宪政艰难的原因
• (1)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根本原因)。

• (2)列强侵略，民族危机深重。

• (3)军阀混战，政局动荡。

• (4)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力量弱小。

• (5)传统守旧思想根深蒂固。



• [素能认知]

•历史解释——认识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的法币改革

• (1)意义

•①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统一了全国的货币，终止了中国货
币的紊乱状态。

•②方便了商品交换，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而刺激了经济的发
展。

•③防止白银外流，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稳定了中国金融市场，
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向良性方向发展。



•④打击了日本的经济侵略计划，成功集中了国内资金，为对日作战作了
金融方面的准备。

•⑤有利于应对国际经济危机。
•⑥推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 (2)局限性：强化了官僚资本的垄断地位；为战争大量发行法币，掠夺财
富，造成了经济衰退和金融混乱，最终导致了国民政府的灭亡；便利了
列强控制中国经济。



03 真题再现　模拟巩固



• [练真题·明命题考向]

• 1．(2017·高考上海卷，T15·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
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此政府公报应发
布于(　　)

• A．洋务运动前后　　　　　 B．百日维新期间

• C．清末新政时期  D．辛亥革命以后

•解析：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颁布了一
系列移风易俗的法令和措施，与“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
仆”相符，故选D项。

D



• 2．(2021·新高考山东卷，T6·对戊戌变法的认识)近代一位外国人这样评价
戊戌变法：“如果认为维新是要从顶端而不是从基础上开始的话，在这
一张变法的清单上是挑剔不出什么毛病的。条条都很健全，条条都打中
一个显著的弊端，并且条条都是可以付诸实施的；但是这种以上谕变法
的整套结构就是一个倒置的金字塔。”他认为变法的缺陷在于(　　)

• A．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方式

• B．变法措施贪大求全

• C．缺乏充分的思想动员

• D．没有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 D



• 3．(2021·新高考山东卷，T7·近代中国海关税征收额的变化)1913—1921年，
中国海关税征收额受国际局势影响出现了一定变化。下列各项反映这一
时期变化状况的是(　　)

A



• 4．(2021·新高考湖南卷，T7·近代进口商品数量与货值的变化)据下表可知，
当时中国(　　) 1867年和1894年部分进口商品统计表

 
1867年 1894年

数量
货值

(海关两)
数量

货值
(海关两)

铁 113 441(担) 264 503 1 185 411(担) 2 467 590

锡 33 502(担) 582 146 97 008(担) 2 046 897

火柴 79 263(箩) 71 384 6 615 327(箩) 1 638 931

煤 113 430(吨) 992 649 486 295(吨) 3 221 343

糖 186 176(担) 754 609 1 823 890(担) 9 507 153

• A．对外贸易由出超转变为入超B．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 C．民族工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D．海关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
D



• [练模拟·知高频考点]

• 1．(2022·北京昌平区质检·晚清科举制改革)1898年，清朝礼部颁布的乡会
试章程中规定：著照所拟，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
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
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礼部即请通行各省，一体遵照。以
上材料说明清政府(　　)

• A．改变了选拔人才的方式　 B．废除了八股取士制度

• C．变革了科举考试的内容  D．建立了近代学校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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