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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4_B8_80_E5_c38_61321.htm 教学目标 1.了解和掌握

帝国主义的所谓“严守中立”“南北议和”，袁世凯出山的

背景和目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对内对外政策，《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及其性质，清帝退位，袁世凯篡

夺辛亥革命成果，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失败原因和教训。

2.通过分析帝国主义“严守中立”的实质，认识西方列强对

待中国人民革命一贯采取敌视和破坏的态度；通过辛亥革命

从基本成功到最终失败的全过程的学习，认识中国民族资产

阶级的软弱性；通过对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教学，使学生认

识到：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它不仅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在国

际上也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

教学，使学生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能走

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来源：考试大 3.通过分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学生理

解这部宪法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和进步意义；通过对袁世凯

篡夺革命果实有关内容的教学，使学生认识中国的特殊国情

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教学建议本节教材地位

分析 本节内容主要讲述了辛亥革命的最终成果、结局和历史

功绩与教训。此后，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重点分析 ①中华民国的成立是重点。中华民国是以孙中山为

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历经十几年的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资产

阶级共和国。它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国



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掌握这一内容，对于学生从宏观上

把握辛亥革命的发展脉络，特别是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

认识有重要的帮助作用。来源：考试大 ②辛亥革命的功绩和

历史教训是重点。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中

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且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

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

义的发展；这次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产生

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然而，从本质上讲，它又是一次失败的

革命。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更为重要的是，这

场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性质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一结局出现的主观原因，

在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学习和掌握上述

内容。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民族资产

阶级的特点和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来

源：考试大重点突破方案关于“中华民国的成立”： 建议教

师强调以下几点：a任何阶级进行革命的首要目的和基本问题

都是建立政权和掌握政权。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梦寐以求的就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武昌起义的胜利，全

国各省的响应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b孙中山就任中

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自1894年孙中山

成立兴中会到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以及他组织和领导的

多次反清武装起义，这些已使孙中山在广大群众中，尤其是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

国第一届大总统，是众望所归。c南京政府是一个以资产阶级

革命派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府。政府的组成是以同盟会



为主，大总统孙中山掌握政府的全部大权，陆军总长兼参谋

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法制局长宋教

仁等均为同盟会员，其他六部总长虽然是旧官僚或立宪派充

任，但他们未到南京就职，实际工作由担任次长的革命党人

负责。具有立法权的参议院共有议员43人，同盟会员占33人

。d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e 1912年1月1

日中华民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辛亥革

命的功绩和历史教训”： 关于功绩，建议教师应让学生先阅

读课文，然后归纳总结出几个方面：国内政权和政治体制的

变化；人民的权力和观念；社会经济（主要是民族资本主义

）的发展；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要注意让学生弄清推翻清朝

统治和结束封建君主专制是两个不同概念，要弄清虽然袁世

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此后一段时

间内有了长足发展。“辛亥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这一功绩主要体现在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使他们无力

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可以把辛亥革命前后40年

中国的政治状况做一比较，加深学生对此点的认识。辛亥革

命对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要讲明中国是一个人口

众多地域辽阔的亚洲大国，其政局政体的变化及革命运动必

然会影响周边国家。关于教训，建议教师让学生结合前面所

学内容，自由发言，教师做出相应的补充。难点分析 ①分析

和认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难点。限于认识和理解能力，学

生对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表现及其原因的认识较为困难。

教师应联系学生的已有知识并结合教材中的有关史实、材料

，启发学生思考并辅之以必要的简明分析。使学生在理解的

基础上，认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及其原因。来源：考试大 ②



认识和理解辛亥革命的功绩和教训是难点。轰轰烈烈的辛亥

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腐朽统治，结束

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然而，中国的封

建统治依然在继续。学生往往忽略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

专制制度同结束封建统治的区别，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问题

。同时，他们对于辛亥革命从本质上讲是一次失败革命的结

论，也缺乏深刻的理解。因此，教师应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

的社会状况等方面，分析、说明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不足

之处及留给后人的惨痛教训。难点突破方案 ①关于“分析和

认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建议教师补充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的表现：a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纲领。三

民主义没有提出反对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南京临

时政府成立后还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没有认清真正的

敌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终归失败的原因之一。b资产阶级革

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三民主义没有彻底否

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

题，因此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c资产阶级革命始终

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

发动的武装斗争都是短期的。d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也是松

散的。同盟会建立后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武昌起义胜

利后又吸收旧官僚和立宪党人。袁世凯能够窃取辛亥革命果

实，也与同盟会的涣散、领导成员政见不一有关。辛亥革命

后，孙中山虽然力图以中华革命党重新组织，挽救失败，但

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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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