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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5/2021_2022__E5_8E_86_E

5_8F_B2_E5_88_86_E6_c65_105177.htm 三、历史影响、意义和

教训来源：www.examda.com 1、性质分析：任务 领导阶级 主

力 手段 结果⋯⋯ 如辛亥革命性质分析：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由资产阶级领导，具有一定群众

基础，采取暴力革命手段；结果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

和国，却被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没有改变中国社会性质。

由此可以分析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完全成功的资产阶级民族民

主革命。 2、影响或意义=（国内 国际）（经济 政治 文化） 

深远影响⋯⋯ （1）经济影响=生产力 生产关系 经济结构 经

济格局 ⋯⋯ 如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促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世界经济

格局多极化等等。 （2）政治影响=格局 制度 体制 政权 政策 

阶级 民族 ⋯⋯ 如十月革命的影响：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鼓舞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和民族解放运动；标志着世界现代史的开端等。 （3）文化

影响=思想 科技 教育 文学艺术 ⋯⋯来源：www.examda.com 

如两次鸦片战争的文化影响：“西学东渐”、产生“中体西

用”思想、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近代教育、爱国主

义文学兴起等。 3、判断成败及原因来源：www.examda.com 

（1）判断成败依据：→直接目标→主要任务→根本任务 （2

）成败原因=（主观 客观）（经济 政治 军事 策略 ⋯⋯） （3

）成败根源=（社会条件 阶级本质）（进步/局限） 如分析辛

亥革命成败：从推翻清朝统治、结束封建君主专制的直接目



标看，取得了成功；从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根本任

务看，它并没有达到。从成功原因分析：包括革命派的前赴

后继精神、满清政府的孤立、各派政治力量的配合等。从失

败根源分析：包括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局限和民

族资产阶级本身的阶级局限性。 4、经验教训或启示：（经

验 教训）→启示 （1）政治=国情 领导 群众 武装 民主 法制 

思想 策略 ⋯⋯ 如第一次国共合作：从经验看，国共两党可以

合作，也取得一定成果。从教训看，必须掌握领导权和武装

。由此得到启示是合作要以斗争求团结⋯⋯ （2）经济=生产

力 生产关系 客观规律 发展战略 ⋯⋯ 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经验教训：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现状，

生产关系调整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注

意综合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与市场竞争结合⋯⋯ 

（3）文化=批判 改造 继承 发展 ⋯⋯ 如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

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在革命或建设实践探索中不断的发展等

。 5、历史评价=（积极因素 消极因素）史实 结论 （1）人物

评价=属性 事迹 影响（进步 局限） 结论⋯⋯ 如评价李鸿章：

首先是其身份属性即地主阶级洋务派代表人物；接着按方面

和时间顺序阐述其在洋务运动、镇压太平天国、中法、中日

战争的具体事迹；对其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最后得出全面的结论。 （2）事件、事态评价=概况 性质特

点 影响（进步/反动 正义/非义） 结论⋯ 如对维也纳体系的评

价：先概述维也纳会议和维也纳体系的概况；再分析其性质

和特点，对其历史反动性及客观进步因素进行实事求是的分

析评判，最后得出全面的结论。 以上各项原理和公式，只是

反映历史学科的一般规律。在实际运用中，需要结合具体历



史问题，灵活调整。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概括，还有很

多地方可以进一步调整和充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