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课  辛亥革命 

【基础要点梳理】 

1、1894 年孙中山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 年，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

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后被改组为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其纲领被孙中山

阐发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主权在民、自由平等、三权分立、责任内阁，

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从法律上宣告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共和政体的确立。 

【重点难点突破】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民主精神和局限性 

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体现的民主精神 

①民主程序：由参议院制定，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 

②权利归属：实现了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由人治到法治的转换，赋予公民人权与自

由，从臣民转变为公民。 

③政体运作：实行三权分立，保障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内阁总理制实现政党、代议

制、选举等诸多民主机制的运行。 

⑵《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局限性 

《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袁世凯而设的，有“因人设法”

之嫌；从中国后来的历史来看，它未能防止袁世凯的专制，就这一点来看，未能达到初衷。 

【核心素养解读】 

1、时空观念：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首义，成立了湖北军政府，之后各省纷纷响应，到

11 月下旬，全国有十几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2、历史解释：⑴清王朝与中华民国政权的本质区别在于清王朝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权，中华

民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建立体现了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⑵《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体现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国家

政体采用的是责任内阁制而不是总统制。 

3、家国情怀：辛亥革命后冲突多方以社会共同体为念，以相互宽容为怀，根据共同认可的

规则，通过谈判、协商及彼此间利益让渡解决了当时的矛盾和冲突，这种非暴力的社会调节

方式，让辛亥革命成为中国式的“光荣革命”。南北方的妥协有效避免了更大规模刀兵之乱，

维护了国家统一。 

 

【高考真题演练】 

1.（2019 年天津卷，7）《纽约时报》驻汉口记者报导，湖北革命军发布公告宣称：任何对

外国人或商业经营进行干扰的士兵都将被立即处死；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将推翻残暴的满

洲王朝，恢复真正的中国人的权利。从报导中可以看出这场革命 

A．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B．具有鲜明的革命目标 

C．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                D．体现反帝反封建性质 

2．（2018•江苏高考•8）近代四川有一首民谣：“自从光绪二十八年把路办，银子凑了万万千，

也有官的商的款，最可怜的庄稼汉，一两粮也出这项钱。要办路因为哪一件？怕的是外国占

路权。”与该民谣相关的历史事件(  ) 

A．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B．加速清朝政府的垮台 

C．促使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            D．推动国民革命的兴起 

3．（2018.11•浙江高考•1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有权选举临时

大总统、弹劾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行使行政权，国务员“辅佐临时大

总统，负其责任”。这说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行(  ) 

A．君主立宪制     B．总统制         C．责任内阁制       D．君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