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历史教案清政府的“新政”和各地的武装起义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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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9_B4_E7_BA_A7_E5_c38_61281.htm 教学目标 清政府的“

新政”和“预备立宪”；镇南关起义；安庆绍兴起义；黄花

岗起义；四川保路运动。 四川保路运动是收回利权运动的进

一步发展，是武昌起义的前奏。使学生认识到清朝政府的灭

亡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一次次革命党人的起义冲

击就是在敲响清朝政府的丧钟，从而使学生认识清朝灭亡的

历史必然性。 通过对清政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的

实施背景和具体措施以及实施效果的分析，证明其是为了挽

救清朝覆灭的一场骗局。 通过对革命党人领导的各地武装起

义的学习，使学生认识，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加速了革命

形势的发展。革命党人“为天下人谋永福”，甘愿牺牲的献

身精神，和在法庭上、刑场上表现的崇高气节，体现了中华

民族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的品质。以英雄

事迹，激发学生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高尚情操和历史责任

感。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本节课上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

兴起，下接武昌起义的发生，是承前启后的一节。１９０５

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并制定了政治纲领决定以暴力革命推翻清

朝统治，革命党人举行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１９１１年的

收回利权和四川的保路运动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有利时机。 重

点分析： 黄花岗起义和保路运动是本节课的重点。 黄花岗起

义是同盟会成立以后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

败，但革命党人的勇敢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了

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四川保路运动的高涨和武昌起义的发



动，都是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继续和发展。 由于清政府于1911

年宣布的“铁路国有”政策不仅侵夺了绅商的利益，也直接

危害广大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四川人民掀起了群众性的保

路运动。保路运动后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清政府派湖北新

军前往镇压四川保路运动，造成武汉地区的兵力空虚，给武

昌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 难点分析 对清政府“新政”

、“预备立宪”实质认识是难点。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直

接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为了遏制革命，维护清王朝的封建

统治，清政府在“新政”之后，又决定实行“预备立宪”，

对这样一个行将结束的王朝的最后一次自救的努力，需要全

方位的综合分析，这对初中的学生有一定的难度。 重点突破

方案 关于“黄花岗起义和保路运动”，建议教师指出黄花岗

起义是同盟会领导的各次起义中准备最为充分的一次，也是

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起义。此处可引用孙中山《黄花冈烈士

事略序》的原始资料进行教学。强调指出起义的影响，它扩

大了民主革命的影响，使推翻清朝的统治成为民心所向，为

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保路运动则是在20世纪初中国

人民收回利权斗争的大潮中由于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

而直接导致的。 难点突破方案 关于“清政府“新政”、“预

备立宪”实质”，教师可依据教材和前边讲过的背景，从慈

禧太后接见大臣时说的话、从载泽等考察宪政归国后向西太

后所呈密折中讲的、从1906年清政府下诏“预备仿行立宪”

及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的有关内容、从1911年

清政府责任内阁的设立与组成等几方面进行分析，引导帮助

学生认识到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的真正目的则是为“皇

位永固”、“内乱可弥”，从而暴露了清王朝借“立宪”之



名继续加强封建专制集权的国家机器，使满族贵族继续专权

，遏制并消灭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实质所在。这充分说明

了清政府所宣称的“预备立宪”实际是一个骗局。在讲完上

述内容后，教师应及时指导学生回答课后练习乙组问答题：

“为什么说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

力，并巩固前边所学的内容。 通过对清末“新政”“预备立

宪”产生背景、内容的讲解与分析，使学生认识它们的欺骗

实质，对学生进行如何观察历史现象和提示事物本质的辩证

唯物主义教育，从而培养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设计示

例 教学重点：黄花岗起义和保路运动 教学难点：对清政府"

新政"、"预备立宪"实质认识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讲本节

内容前，教师先引导学生回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和"

革命团体的建立"等，以此导入新课。 一、清政府的"新政"和"

预备立宪" 1、清政府的"新政" 清王朝为挽救行将灭亡的局面

，推行"新政"，进行"改革"。（看书：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

容简表，讨论：各方面内容对清王朝能起到什么作用？）但

是这些措施在客观上更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文化

的传播，从而给封建制度本身培养了掘墓人，更有利于革命

高潮的到来。所以?quot.新政"的推行并没有给清政府统治带

来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代表人物要求政府向他们开

放政权，公开呼吁实行君主立宪。清政府统治集团中一些显

赫人物也要求制定新的策略以挽救朝不保夕的清王朝统治。

清政府接着又演出了一幕"预备立宪"的骗局。 2、"预备立宪"

的骗局 清政府在实施"新政"的同时，又宣布"预备立宪"。 1905

年，慈禧太后派出载泽等五大臣赴日、欧、美国家考察政治

。这五位大臣回国后，建议实行立宪，并列举了种种好处，



什么"皇位永固"、"内乱可弭"（即除内乱）等等。他们认为"

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quot.。这也就是说

，"立宪"是对付人民的。于是，清政府同意"预备立宪"。问

："预备"是怎么回事？当时五大臣建议实行立宪的时间推到15

年或20年以后，也就是不立即实行"立宪"。搞"立宪"又不马上

实行，从这儿同学们不难看出清政府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了

。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预备立宪"期为

九年。（看课本上的漫画插图）。这幅漫画发表在当时的画

报上。画面在上角四个滑稽字组成一对葫芦，这四个字是"立

宪"、"专制"、葫芦下面写上"依样"两字。作者用"依样画葫芦"

这个成语戳穿了清政府宣布立宪的把戏，形象地揭露了清政

府口头上宣布立宪，实际上包藏专制祸心。 由于革命运动的

继续高涨，清政府不得不提早实行"宪政"，成立内阁。这个

内阁不同于明朝设立的内阁，以前的内阁是封建专制主义，

加强统治的措施，而现在清政府成立的内阁，则是仿效西方

君主立宪制形成而设立的。这个内阁实际怎样呢？（朗读课

文的小字内容）。在这个内阁里，皇族占多数，权力仍集中

在皇族手里。在《钦定宪法大纲中》还规定："君上神圣尊严

，不可侵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

戴"。可见，这样的立宪与专制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清政府

的"预备立宪"完全是一个骗局。它也将清王朝推向了空前孤

立的境地。 面对清政府的骗局，革命者用武装起义作了回答

。全国各地掀起了猛烈的革命斗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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