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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2021_2022__E9_AB_98_E

4_B8_AD_E4_B8_80_E5_c38_61320.htm 教学目标 1.了解和掌握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和立宪派，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湖

北军政府的成立。 2.通过对于本节教材的学习，使学生全面

掌握清朝统治危机加深的表现和武昌起义成功的诸方面原因

；通过对“铁路国有”政策的教学，使学生认清该政策的实

质和清政府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 3.通过对保路运动的教学

，使学生认识到保路运动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以培养

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来源：考试大教学建议本节教材地位

分析 20世纪初，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清政府继

推出“新政”之后，又上演一部“预备立宪”的骗人闹剧，

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断反抗。在革命党人发动一系列武

装起义的同时，收回利权的斗争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其中

的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的爆发，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开始。重点分析 ①保路

运动是重点。保路运动是由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卖国政策

引发的一次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爱国运动。它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四川的保路运动规模最

大，斗争最激烈，它给武昌起义的爆发和成功创造了有利条

件。学习这一内容，既有助于学生对于辛亥革命爆发历史必

然性的认识，又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②武昌起

义和湖北军政府的成立是重点。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始

。湖北军政府是辛亥革命中建立的革命政权。武昌起义胜利

后，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各省相继摆脱清朝统治而独立



，清政府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势。与此同时，各省的立宪

派、旧官僚相互勾结，采取各种形式进行篡权活动，使辛亥

革命从一开始就潜伏着严重危机。本目内容具有承前启后的

作用，“承前”是指：武昌起义的爆发基于前面两节资产阶

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相继建立以及保路

运动的发生、发展等。“启后”是说：没有武昌起义的爆发

，便不会有各省的纷纷响应和相继独立，也不会有中华民国

的建立。因此，学好本目内容，既有助于学生从宏观上认识

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也会对学生认识和理解辛亥革命的结局

有重要的帮助。来源：考试大重点突破方案 ①关于“保路运

动”：建议教师首先提问学生，20世纪初，面对帝国主义疯

狂掠夺我国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的形势，资产阶级曾发

起过一场什么运动?这场运动的性质怎样? 取得了什么重要成

果？学生回答后教师转入“清政府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

策，收回已经准许商办的铁路干线”的内容的教学，在这里

教师提问学生：清政府真的要实行“铁路国有”吗? 清政府实

行“铁路国有”政策的实质是什么？然后，让学生看教材，

提醒学生“保路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要求学生从背景

、领导者、手段（方式）、结果和影响等方面分析两个阶段

的不同特点。 ②关于“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的成立”：建

议教师首先让学生看教材，掌握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取得成

功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且让学生加以补充说明，然后教师

放映电影资料剪辑《武昌起义》以便使学生更好的掌握相关

知识，最后教师让学生根据电影资料剪辑《武昌起义》的内

容，结合课本知识提出关于“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的成立

”的相关问题，由学生回答。难点分析 清政府“预备立宪”



的实质是难点。受理解能力的制约，学生难于认识清政府“

预备立宪”的实质。教师应从“预备立宪”出笼的背景、目

的和《钦定宪法大纲》中的有关内容进行分析，帮助学生认

清“预备立宪”是一个欺骗国人的大骗局。难点突破方案 关

于“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实质”：建议教师首先重点讲授

“预备立宪”的背景，然后通过“预备立宪”过程（下令考

察宪政下诏“预备仿行立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成立

“皇族内阁”）的精彩讲述，突出其实施目的，最后由学生

概括其实质。来源：考试大课内探究活动的设计 教师在讲授

“保路运动”时，提问学生如下问题：①20世纪初，面对帝

国主义疯狂掠夺我国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的形势，资产

阶级曾发起过一场什么运动? ②这场运动的性质怎样? ③取得

了什么重要成果？学生回答后，教师补充相关内容，然后提

问学生：④清政府真的要实行“铁路国有”吗? ⑤清政府实行

“铁路国有”政策的实质是什么？⑥最后让学生依据教材从

背景、领导者、手段（方式）、结果和影响等方面整理“保

路运动”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教学设计方案第三节 清朝统

治危机的加深和辛亥革命的爆发重点：①保路运动；②武昌

起义和湖北军政府的成立。难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实

质。教学手段：①教学方法：讲解法；②电教手段应用：电

影资料剪辑《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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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