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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7/2021_2022__E9_AB_98_

E8_80_83_E5_8E_86_E5_c65_637567.htm 高考历史能力全程基

础训练卷（9）基础训练9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北洋军阀的统

治百考试题●训练指要1.民主革命思想传播的途径、代表人

物及其主要观点。2.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建立的时间、地点、

代表人物。3.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的内容、实质和

意义。4.黄花岗起义和保路运动的原因、经过与意义。5.武昌

起义的经过、取得胜利的原因、结果。6.南京临时政府的性

质，采取的内外政策及其评价。7.张勋复辟的结果；护国运

动、护法运动的原因、结果。一、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

，每小题2分，共6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1.1906年孙中山说：“我们并不是恨满

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

些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我们推倒满洲

人，从驱除满人那一方说是政治革命⋯⋯那政治革命的结果

，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

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这不表明当时孙中山A.正确地

揭示了中国近代的民族问题B.革命党人筹划周密完善C.认为

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具有双重意义D.坚持以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观点指导革命2.下列不是同盟会得以成立的条件是A.革命形

势有了重大发展B.清政府“预备立宪”破产C.民主革命思想

广泛传播来源：www.100test.comD.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建

立3.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民权主义较维新派兴民权思想要

进步，主要体现在A.反对民族压迫B.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C.



国家的阶级实质D.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4.三民主义要解决的

主要矛盾是A.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B.封建主义同人民

大众的矛盾C.民族资产阶级与满洲贵族的矛盾D.资产阶级革

命派同立宪派的矛盾5.清末的“预备立宪”与维新派主张的

君主立宪的主要区别在于A.维护君主制度B.缓和国内矛盾C.

引进欧美政体D.加强君主专制6.清末“预备立宪”实质在于A.

摆脱政治危机，加强专制集权B.顺应舆论要求，改革社会弊

端C.引进欧美政体，巩固清朝统治D.改革官制，加强中央权

力7.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的不同点是A.在清政府面临严重

的内外危机的背景下开始B.有向西方学习的内容C.统治阶级

内部对出台措施存在着严重分歧D.对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客

观上起了诱导和刺激作用8.20世纪初期，同盟会发动的一系列

武装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A.革命党人未发动和依靠群众B.

革命党人未提出明确的纲领C.武装起义的计划不周密来源

：www.100test.comD.发动武装起义的条件不成熟9.清末“预备

立宪”的根本目的是A.顺应历史发展趋势B.加强满洲贵族统

治C.欺骗社会舆论D.实行君主立宪10.辛亥革命的根本目的

是A.推翻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B.推翻清朝满洲贵族统治C.

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D.建立民主共和国，让人民享

有民主自由11.中国人民开展保路运动的最根本原因是A.反对

收回已准许商办的铁路干线B.反对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帝国

主义C.抗议逮捕保路同志会负责人D.推翻腐败卖国的清政

府12.武昌起义后建立的湖北军政府是一个A.资产阶级革命派

完全掌权的政权B.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的联合政

权C.立宪派占主体的资产阶级政权D.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的

第一个地方革命政权13.武昌起义后，列强由准备武装干涉转



为“严守中立”，导致这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A.列强之间

利益冲突，争执不下B.受到“门户开放”政策的约束C.革命

形势的发展超乎列强的预料D.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足以

应付局面14.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诸项法令中，对其革命纲领

未真正实施的是A.驱除鞑虏B.恢复中华C.创立民国D.平均地

权15.武昌起义胜利的客观条件是A.黄花岗起义巨大影响B.四

川保路运动发展成为武装斗争C.湖北自然灾害严重D.新军中

革命党人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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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