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 讲　辛亥革命

[课程标准]

1.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

2.理解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对中国结束帝制、建立民国的意义及局限性。

知识点一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1.清末“新政”

(1)背景：《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遭受重挫，试图通过实行“新政”进行“自

救”。

(2)内容：在官制、军事、商业、教育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

(3)认识：由于政权掌握在极端腐败无能的权贵手中，清政府不可能为中国找到真

正的出路。

2.民主革命的兴起和发展

(1)兴起{
①1894 年 1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走上革命道路。
②1905 年 8 月 20 日，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
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③在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
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合称“三民主义”。

(2)发展：孙中山除继续宣传革命的理论和主张外，还组织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

其中 1911 年 4 月 27 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影响巨大。

3.预备立宪

(1)背景：革命运动高涨。

(2)历程{
①1906 年 9 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立宪派成立了预备立宪
公会，积极推进立宪运动。
②1908 年 8 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作为制定“宪法”
的准备。
③1911 年 5 月，清政府组织“皇族内阁”。

(3)结果：清政府无诚意推行立宪，资产阶级立宪派转而支持革命。

知识点二　武昌起义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1.武昌起义



(1)背景：1911 年 5 月，清政府将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后，出卖给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引发保路运动。

(2)爆发：1911 年 10 月 10 日，新军工程第八营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

(3)结果：起义军控制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 14

省和上海纷纷独立。

2.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新的共和政体产生。

3.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

(1)原因{
①袁世凯的威胁利诱：攻陷汉口、汉阳，武力威胁革命势力；诱使
革命党人和议；对清政府施压。
②英国等列强的支持。
③孙中山妥协退让：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推举袁
做大总统。

(2)结果{①1912 年 2 月 12 日，清政府颁布《清帝逊位诏书》。
②2 月 15 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4.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时间：1912 年 3 月 11 日。

(2)制定机构：临时参议院。

(3)内容：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一律平等；国民有人身、居住、言

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和权利；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统治

权，国务员须副署临时大总统公布的法律及命令；等等。

(4)意义

①以主权在民、平等自由为原则，确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

②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

【链接·选择性必修 1·P39】

5.建立文官考试制度

(1)依据：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

(2)内容

①以考试制度为主，国家建立考试院，主管人才的选拔和任用。

②完善国家政治制度，建立文官的培养、任用、监察等方面的运行机制。



(3)意义：奠定了近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对日后民国文官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

响。

知识点三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1.性质：近代中国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2.积极意义

(1)政治：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

政体。

(2)经济：冲破了封建主义的藩篱，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为民族资本主义的

发展创造了条件。

(3)思想：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

(4)风俗文化：促使文化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新的变化。

3.历史局限

(1)表现：没有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没有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

史任务。

(2)原因：缺乏一个能够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广大民众，以及组织严密

的革命政党的领导。

1.1903 年，青年革命家邹容撰写的《革命军》出版，著作刚一问世，便迅速传播

开来，销量居当时革命书刊第一位。(摘自必修教材P108)该著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有何作用？

提示　内容：论证推翻清朝统治、实行革命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作用：成为引导

仁人志士走上革命道路的明灯。

2.阅读教材 P109“学思之窗”：阅读孙中山这段话，分析三民主义的积极意义及局

限。

提示　积极意义：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

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局限：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

求，也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

3.1911 年，留学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林觉民回国，于 4 月 24 日写下绝笔《与妻

书》，随后毅然投入广州的黄花岗起义。(摘自必修教材 P109



)《与妻书》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情怀？

提示　林觉民作为一个矢志拯救国家和民族的革命者，在其作品中畅叙了儿女情

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至理，将一己之爱扩展到普天下人之爱，表达了牺牲个人幸

福，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崇高情怀。

4.1911 年 5 月 9 日，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

但并未退还补偿先前的民间资本，由此导致了四川保路运动。(摘自必修教材 P110)

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的爆发有何关系？

提示　清政府派兵屠杀保路人士，使全国人民充分看清了其卖国求荣的本质。

清政府将湖北新军西调，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给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

5.《孙中山全集》第 1 卷记载：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

构已经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

旧政府。(摘自必修教材 P112)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孙中山为什么走上推翻清政府的

革命之路。

提示　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近代仁人志士试图在王朝体

制下变法维新的图强之举屡遭挫折，孙中山选择了一条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来推翻

腐朽的清政府，进而达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革命之路。

1.重要概念——清末“新政”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彻底击垮了清政府的自信心，从 1901 年起，清政府被迫进行了

一些改革措施，历史上称“清末新政”。主要内容有：改革官制，裁闲散衙门，添

新机构；改革兵制，扩练新军；改革学制，废科举设学堂，奖留学；依法保护和

奖励工商业者。新政最终失败，但是推行的一些政策促进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

也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条件。

想一想　为什么说清末“新政”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条件？

提示　清政府自救运动的失败更加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国人由此失去了对

清政府的最后希望。

2.关键图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想一想　辛亥革命前，民间家中几乎都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到民国时期

却改作“天地国亲师”。这一变化反映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提示　近代国家观念正逐步地形成。

3.重要观点——辛亥革命被称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1)从斗争的形式来看，辛亥革命在武装斗争的方式之外，以国会为中心，采用谈

判(南北和谈)、妥协、法制的形式和平转移政权。

(2)从斗争的结果看，避免了社会进一步动荡，有利于社会稳定。

想一想　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 20 世纪中国版的“光荣革命”，是一场胜利了的

“光荣革命”。该观点主要着眼于辛亥革命的哪个方面？

提示　以和平方式结束了帝制。

考向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角度 1　从“唯物史观”角度认识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

[命题探究]

史料一　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增加了经济自由。……清末新政与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是互相影响着的两个运动：由于民主革命活动的开展，触动了清朝的封建专

制统治，因此，清末新政有转移矛盾、拒绝革命的动机。……“新政”时期开始

建立现代社会运作架构，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时期基本沿用清末新政所制定的一

系列法律和审判制度……

清末新政不废弃君主专制，幻想通过细枝末节的修补来维护清朝的统治。新政启

动后，地方各级官员大多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新政实施的费用由中央向地方摊

派，地方官员借机大肆搜刮，民众苦不堪言，这使清朝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更加紧张激化，各地的农民起义日益高涨，这成为辛亥革命重要的社会基础。

——戴鞍钢《新政困局与辛亥革命》



思考　(1)根据史料一，概括清末新政的影响。

提示　积极影响：新政推动自由经济发展；促进民主革命；促进法律现代化。消

极影响：客观上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没有达到挽救清王朝统

治危机的主观目的。

史料二　辛亥革命是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结构①和民众社会心理②的嬗变而来的。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是民族工商业的兴起，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队伍扩

大；一个是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形成。由此，新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相应地产生

出来。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史料中有什么——全面获取信息

①主要指经济结构，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②指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　　　

思考　(2)据史料二，用唯物史观来阐释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

提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民族资产阶级

和工人阶级队伍扩大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为辛亥革命创造了经济和阶级条件。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

展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出现了要求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这为辛亥

革命创造了思想理论条件。

[史论史识]

素

养

提

升

唯物史观——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1)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着的，无法割断彼此之

间多方面的因果关系。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逼得清朝统治者加快“新

政”，清朝统治者的预备立宪反而促使革命者抓紧反清革命的准备。

(2)“新政”期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预备立宪的展开，为革命者准备

了自己的同盟军与合作者，新军的编练，科举制废除之后士人群体的分化，

新式知识分子的兴起，都为革命阵营准备了可以发动的基本力量。预备立

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为中华民

国成立后的民权政治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史

论

归

纳

史论 1　对清末“新政”的历史评价

(1)从主观目的上看，具有反动性，其目的是抵制革命，消除统治危机，取

悦于列强，维持清王朝的专制统治。

(2)从活动本质上看，具有落后性，仍未超出“中体西用”的范畴。

(3)从客观影响上看，具有进步性，奖励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废科举、推

行新学制等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4)从实际作用上看，具有背离性，编练新军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创办新

式学堂、派留学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奖励实业为辛亥革命

奠定经济基础。

史论 2　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1)必然性

①经济基础：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促使资产阶级力量发展。

②思想基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特别是西方的天赋人权、

自由平等学说的影响。

③组织基础：1894 年革命团体(兴中会)的建立和 1905 年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盟会)的成立，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

④军事基础：同盟会发动黄花岗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民主革命

进入高潮。

(2)偶然性

①有利时机：清政府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四川保路运动，湖北防务空虚。

②爆发：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革命党人率先起义；12 日，占领武汉三

镇。

角度 2　从“社会进步”角度认识三民主义

[命题探究]

史料一　1924 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表示：“本国人及

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

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①，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

节制资本之要旨也②。”这里节制的“资本”



既指私人资本，也指外来资本，最重要的目的是发展国家资本。孙中山节制资本，

仍然是为了保障多数人的权益，发展国家资本，让全国人民得益③。

——摘编自冯洁《“科学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近代的发展脉络》

史料中有什么——全面获取信息

①反映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受苏俄新经济政策影响。

②体现了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

③说明了节制资本的目的。　　　

思考　(1)根据史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及其提出的原因。

提示　经济思想：发展实业，节制资本。原因：中国工业落后的现实；苏俄新经

济政策的影响；孙中山在欧美的经历及与时俱进的精神。

史料二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

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

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 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

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

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林觉民《与妻书》

思考　(2)根据史料二信息说明林觉民《与妻书》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情怀？

提示　作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

的爱；阐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不会有个人的真正幸

福。

[史论史识]

素养提升

家国情怀——武昌起义蕴含的革命精神

(1)武汉革命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他们发挥主动性，积

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掌握革命武装，抓住历史时机，

主动出击，发动首义，创立湖北军政府。

(2)武汉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献身精神。武昌起义的胜

利是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奋斗和英勇流血牺牲换来的。



史论 1　多元视角认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1)从时代背景看，三民主义产生于《辛丑条约》签订后，民族矛盾

和阶级矛盾趋于汇流。

(2)从纲领内容看，三民主义所要解决的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

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

(3)从民生意识看，三民主义借鉴欧美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同情人

民疾苦，呼唤社会公平。

(4)从民主政治看，三民主义倡导民权，指导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的颁布，确立三权分立式的责任内阁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

心，推动了民主政治的进程。

(5)从时代发展看，三民主义与时俱进，由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

主义，推动了民主革命的进程。

史论归纳 史论 2　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的六点“革新”

(1)“把建立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统一民族国家的思想灌注到原有的

华夏民族意识中去，从而改造了适合地主阶级需要的‘内中国而外

四夷’的传统观念”。

(2)“主张改君主政体为共和政体，从而扬弃了‘尊周攘夷’和‘反

清复明’这类有浓厚的宗法色彩和帝制思想的传统观念”。

(3)“主张‘师夷’，从而否定了盲目排外和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

(4)“对内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从而基本上排除了‘贵华夏而

贱夷狄’的传统观念”。

(5)“寓联满于排满之中”，“这就破除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

传统观念”。

(6)“主张在革命胜利后实行民族同化”，“从而扫荡了‘明夷夏之辨’

和‘严夷夏之防’这类传统观念”。

考向 　辛亥革命的成果和意义

角度 1　从“体制构建”角度认识《临时约法》的进步性

[命题探究]

史料一　它规定



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政府组织机构以及人民享有的各项民主权利。它具有

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孙中山等企图凭借这部法律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束缚他专制独裁的手脚。

——李侃等主编《中国近代史》

思考　(1)史料一中的“它”是哪部法律？结合所学，分析这部法律的意义，并指

出孙中山等人如何凭借这部法律“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提示　法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意义：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从法律

上宣告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共和政体的确立，是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

一座丰碑。措施：制定责任内阁制(或“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

任’”)。

史料二　“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

体①。”“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请愿、

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

“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

之②。”“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

刑事诉讼。”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史料中有什么——全面获取信息

①体现了人民主权思想。

②体现三权分立思想。　　　

思考　(2)根据史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如何理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性质？

提示　①由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制定颁布。②内容上体现了“约法”

的革命性、民主性。③它确立的政治体制是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制度。④它规定

实行责任内阁制，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性。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旨在维护

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

[史论史识]

素养提

升

家国情怀——认识辛亥革命彰显的时代精神

所谓“辛亥精神”，是反对专制，建立共和，争取人民民主的精神；为



救国救民而“舍身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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