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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

第16讲



课
程
标
准

1.认识列强侵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概述晚清时期中国人民反抗外来

侵略的斗争事迹，理解其性质和意义。

2.认识社会各阶级为挽救危局所作的努力及存在的局限性。



考
情
分
析

1.频率题型：该部分是高考高频考点，选择题、非选择题均有较多涉及

2.情境设计：多利用第一手史料如时人文章、看法、公文创设学习情境、社会情境，

同时利用新材料作为时代背景进行考查。如(2022·全国乙卷，28)陈宝箴奏折；

(2022·辽宁卷，7)德国照会；(2021·山东卷，6)外国人评价戊戌变法

3.核心考向：维新变法运动背景、概况和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挽救民族危亡的

斗争



整
体
感
知



内
容
导
航

一　梳理必备知识

二　突破关键能力

三　链接高考热点

四　课时精练



梳理必备知识
落
实
基
础
性



知识点一　戊戌维新运动

背景

政治 甲午中日战争后签订《马关条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经济 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阶级 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壮大

思想
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在

《变法通议》中倡导改革

过程 序幕—公车上书；高潮—百日维新；结局—戊戌政变

败因

客观 守旧势力强大

主观
维新派缺乏可靠的社会基础，没有严密的组织，寄希望于

未完全掌握实权的皇帝



意义

政治 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式官僚体制

经济 推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思想 推动新思想的传播，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

教训
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近代化的路程

漫长而又坎坷



挖掘 · 教材信息

阅读教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

制考》书影”，思考：这两部著作有

何影响？

答案

康有为的这两篇著作将孔子树立为改革

家，从根本上动摇了“恪守祖训”的观

念，为变法维新提供了理论依据，起到

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知识点二　义和团运动

原因

根本
《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民族矛盾空前激化

直接
西方势力深入中国城市、乡村后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德

国强占胶州湾，进一步刺激了山东民众

经过

兴起
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反洋教斗争蔓延到山东、直隶

很多州县农村

发展
慈禧太后采用“招抚”义和团的办法，企图对义和团加

以控制利用

失败 在中外势力联合镇压下，义和团运动失败



评价

积极
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倾向，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

牺牲精神，粉碎了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迷梦

消极
存在明显的盲目排外行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无法

阻止中国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



阐释 · 核心概念

义和团以为扶助清朝，消灭洋人、洋物

便能挽救民族危亡，这一方面表达了人

民大众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愿望和爱国

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缺乏先进

阶级的领导，未能认清清朝反动统治和

西方列强入侵的实质，盲目排外。

“扶清灭洋”

返 回



突破关键能力
提
升
综
合
性



视角　从史料实证角度分析戊戌新政失败的原因

从器物到制度 —— 戊戌维新运动主题一

材料一　维新党在各个部门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直到举世都为

之震动，认为比起这个青年的中国来，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也瞠乎其后。

——《字林西报》

材料二　百日之间，维新之诏，联翩而下，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

势。——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



材料三　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

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安能有成？弟私窃

深忧之。——康广仁《致易一书》

材料四　维新派提出的官制改革主张，在百日维新中，大大打了折扣。

有的条目干脆不被批准，有的则被偷梁换柱，失去了本意。



解
读

材料一、二中的“大刀阔斧”“变法神速”是关键语句，由此不难得

出改革的特点。

材料三、四反映了顽固派抵制变法的现象，“同志太孤”即改革对立

面太广。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时人对变法的“节奏”所持的看法并作出评价。

试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材料三、四反映变法过程中出现了什么现象？

试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法：节奏太快。评价：一方面反映了维新派挽救民族危机、

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急于求成，为改革失败埋下隐患。

思
考

现象：变法遭到守旧大臣的阻挠、破坏，有些法令成为一纸空文。



1.唯物史观——全面认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1)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受到阻碍，民族资产

阶级力量弱小，他们对封建势力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对

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并希望获得列强帮助，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的落后衰

弱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结果。

(2)康有为“托古改制”的维新思想，对于思想启蒙有一定的作用，但从

儒家经典中寻找变法依据的做法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专制制度。

深化
拓展



(3)维新派希望依靠封建政权实行自上而下的温和的改良来实现资本主义，

他们寄希望于光绪皇帝和少数帝党官僚，缺乏人民力量的支持，是无法

取得改革胜利的。

(4)在组织上，无论是强学会或是保国会，其核心主要局限于地主阶级知

识分子和政府官僚之中，没有坚强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

原则。

(5)变法过程存在决策轻率、急于求成的现象。



2.历史理解——维新运

动推动了中国近代进程



视角　从名人学者角度看义和团运动

从器物到制度 —— 戊戌维新运动主题二

材料　庚子妖民愚竖，盗兵潢池，其贻祸国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谓无

爱国者。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纯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

以自解于天下。呜呼！亦可伤已。——严复《主客平议》(1902年)

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

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陈独秀《克林德碑》(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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