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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2021_2022__E5_85_AB_E

5_B9_B4_E7_BA_A7_E5_c38_61277.htm 教学目标 孙中山成立

兴中会的原因及兴中会成立的时间与地点；章炳麟、邹容、

陈天华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主要著作；华兴会、光复会的建

立；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的时间与地点，同盟会的政治纲

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同盟会的性质；三民主义的

基本内容。 通过孙中山等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顺应了时代

潮流，推动了社会的发展。通过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

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它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

历史特点。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成了时代主流，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人为振兴祖国，

站到了时代的前列。通过教学，启发学生继承和发扬这些先

进人物的爱国传统、振兴中华的高尚情操和历史责任感。 教

学建议 地位分析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外来侵略和本国封建势

力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斗争的历史，又是先进的中国人探索

救国道路的历史。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这种斗

争史和探索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辉一页

。这场以武装起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同中国

近代史上以前的历次革命斗争和探索救国道路相比，都达到

了一个新水平。它所取得的革命成果和提供的经验教训成为

中国民主革命的宝贵财富，激励着中国人民继续民主革命的

历史进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具体可以分为兴起（1894年~1901年）、发展（1901年~1905



年）、高潮（1905年~1911年）、失败（1912年~1913年）四个

阶段。本节课所述事件主要发生在1894年~1905年，是中国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的阶段。 重点分析： ⑴民

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的背景在于1901年

《辛丑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威胁，像一

个可怕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同旧式的举人秀才不同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懂得一些自然科学

知识，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有敏锐的感受，有比较强烈的爱国

心。当时不仅国内学堂纷纷成立，而且，出国留学成为一种

风气。掀起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热潮，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

时期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

，大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章炳麟、邹容、陈天华

对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⑵中国同

盟会的成立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明确宣布以孙中山提出的“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

。其中，建立中华民国和平均地权的提出，是同盟会和它的

领袖孙中山的伟大贡献。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历来主张推翻

清朝政府的人都以恢复明朝或者建立汉族帝国为口号。1894

年兴中会所提出的纲领中有建立合众政府一条，但不如同盟

会所提的明确。同盟会成立以后，建立民国的思想很快就普

遍起来，建立汉帝国的话从此很少有人再提。 它的重大意义

在于它的组织形式、组成人员的成份和它的纲领，说明它既

不同于旧式的会党或秘密结社，也不同于成立前的各省区的

革命团体。它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 难点分析 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同三民主义的关系 二



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

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孙中山将其阐发

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 教法建议： 关

于“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

宣传家，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都是个性鲜明的人物。可

事先安排学生略做准备，在课堂上给大家讲述这三位宣传家

的事迹，同时要求学生根据教材和同学的讲述具体归纳出章

炳麟、邹容、陈天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主要内容

，培养概括分析历史知识的能力。 关于“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既要了解同盟会成立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组织来源等

基本信息，同时更需要明确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所具有的重大

历史意义。教师应就它的组织形式、组成人员的成份和它的

纲领展开讲解，使学生明确同盟会与过去的一系列革命团体

不同而成为革命政党。 关于“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同三民

主义的关系”这是学生感觉学习起来比较吃力的地方，作为

初中学生，教师要注意不要讲的过于艰深，只要明确二者之

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能够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

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和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正

确对应，稍作了解即可。 教学设计思想 教师讲解，学生就部

分问题进行探究；用配套课件实行以讲为主的多媒体综合教

学法；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利用本资源库提供的网络型课件，

进行网络教学。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重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的传播和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教学难点：同盟会政治纲领和三

民主义的关系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辛丑条约》的主要内

容是什么？它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是什么？中外反动

势力对人民的镇压与搜刮，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他们



逐渐地认识到要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必须推翻帝国

主义的走狗清政府。一场伟大的推回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革

命开始了。它是怎样开始的？今天我们就来学习： 资产阶级

革命的兴起。 一、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 孙中山是伟大的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展示孙中山像、介绍生平）他从27岁

开始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转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从此开始走上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

革命道路。 1、兴中会的成立（1894） 1894年11月，孙中山到

檀香山，在那里成立了兴中会。兴中会把“驱除继虏，恢复

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作为革命纲领。要求会员为推翻清

政府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斗争。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

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兴中会成立后，立即准备在广州

发动起义。 2、孙中山派陆皓东等筹划广州起义 孙中山派陆

皓东在广州组织革命机关，准备发动起义。但是起义还未发

动被广东官方发觉。陆皓东等人被捕遇害。孙中山幸免于难

，但清政府命令通辑孙中山。孙中山并没有因此次起义失败

而气馁．他断发改装流亡国外，考察日、美、英各国社会情

况，发展革命组织，准备再次发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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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