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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 凝练要点

1.了解共和制在中国建立的曲

折过程,理解中国政治道路发

展的独特性

2.知道西方近代文官制度对近

现代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影响

3.了解中国近现代的重要改革

 



1强基础　学考回归教材



一、中国近代至当代政治制度的演变

1.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

(1)民国初期: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①。

(2)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等人想通过

　　　　　　　　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失败告终。 
(3)国民政府时期

①“训政”:1928年,中国国民党宣告训政时期开始。国民党的“训政”就是剥

夺人民权利的　　　　　　。 
②“宪政”:1948年,国民党打出“行宪”的招牌,企图以此为其独裁统治披上

“宪政”的外衣,但最终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

议会斗争

一党专政



2.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制度探索

(1)十年对立时期:1931年,　　　　　　　　　　　　　　　　正式成立,
这是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尝试。 
(2)全国抗战时期: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三制”原则,
加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②。

(3)解放战争时期

①行政区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采取在解放区设置　　　　　的

办法,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②理论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　　　　　　　　》,
为建立人民共和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行政区

论人民民主专政



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初步建立

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 
②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2)曲折发展: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　　　　　　　　”使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遭到严重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文化大革命



(3)改革开放新时期:　　　　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新时

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

期存在和发展”被写入宪法,使得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走上　　 　　轨道。

(4)迈入新时代

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突出强调了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 

1982

制度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





学考转换•回归教材

①链高考——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维护民主制度的斗争

(2023浙江1月选考,7)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规定实行责任内

阁制。据载,宋教仁曾谓:“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
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中华民国约法》中与宋教仁限制总统权力

意图相吻合的是　　　　　　　　                  　　　　　　　　　　和

　　　　　　                          　　　　　　　　　　　。

“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并可弹劾临时大总统”
“临时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由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



②链高考——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政权建设的政策调整

(2022全国乙卷,30)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

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策调整为:给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停止没收富农的土地及财产,允许有产阶级代表参加

苏区政权管理工作,等等。上述调整的原因是

　　　　　　　　　　　　　　　　　。 
③纠误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的特点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与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有

本质的不同,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1954年之后的政治协商会议

是统一战线组织,不是国家权力机关。

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④巧归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



⑤补教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体制

北洋政府的政治体制,除了短暂的两次流产的帝制外,名义上一直挂着“民
主共和”的招牌,而实际上这个政权是官僚军阀的独裁政权;地方上,军阀以

孙中山的地方自治为借口,实际是维持军阀割据。



二、近代以来中国的官员选拔与管理

1.晚清选官制度的变革

(1)科举制的废除:　　　　年,清政府下诏自1906年起所有乡试、会试一

律停止,至此,科举制度被废除。 
(2)新式选官制度的确立

①学堂选官: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统一全国学制,学堂

选官制度由此正式设立①。

②留学毕业生选官:清政府确立了留学毕业生选官制度。

1905



2.民国时期的官员选拔制度           大部分官职由上级任命,文官比例很低

文官考试

考试院

女子



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干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

(1)干部制度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逐渐建立了在中共中央

及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下的　　　　　　的干部制度。

(2)干部制度的改革:在坚持贯彻　　　　　　　　　　的根本原则下,逐
步实现了干部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初步建立起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干部管理制度。 
(3)公务员制度改革: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标志着国家公务员制度正式形成。

分类管理

中国共产党管理干部





学考转换•回归教材

①链高考——近代废除科举考试中国士子对西学的认知

(2022河北卷,7)优贡考试是清廷废除科举后保留的善后举措。据1907年
《时报》载:在浙江优贡考试期间,一位趋新的外地书商发现当地士子对新

学的了解相当“卑下”,“思想之鄙陋有不能言语形容者”,他“不禁为吾浙前

途悲”。据此可知,当时社会发展呈现的特点是　　　　　　　　　　。 
②深分析——晚清选官制度的发展演变

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内已经出现了一些没有科举功名的新学官员,但是,
数量很少;新政开始后科举制废除前,科举选官和学堂选官、留学毕业生选

官并存;科举制废除后,学堂选官和留学毕业生选官成为选官的主要方式。

社会呈现转型特征



③巧归纳——中国近代以来的选官与管理 

④辨误区——中国近代选官制度的源头

中国科举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之间存在渊源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兴
盛了千年的科举制度在成为晚清衰亡的“陪葬品”的同时,却又在西方演变

为近代文官制度,并成为我国当代公务员制度仿效的典范。因此,对于科举

制度的历史影响,我们应该辩证地分析。



三、中国近现代的重大变法和改革

1.中国近代的改革探索

(1)戊戌变法:　　　　　　　　　　的失败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社会。1898
年,光绪帝颁布一系列变法诏令,最终失败。但戊戌变法在社会上起到了

　　　　　　的作用。 
(2)清末新政: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1901年初,清政府宣布实行“新
政”。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新政并没有使清政府摆

脱内外困境。

(3)民国的改革:南京临时政府和　　　　　　都陆续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

但由于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国家始终未能实现实质上的统一,这些改革多以

失败告终。 

甲午中日战争

思想启蒙

国民政府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大改革

(1)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短时间内完成了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

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2)改革开放

①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①。

②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　　　　　。 

社会主义革命

新时代





学考转换•回归教材

①链高考——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

(2022湖南卷,10)1992年中共十四大做出了“积极建立待业、养老、医疗等

社会保障制度”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进一步健全失业

保险制度。“待业保险”正式更名为“失业保险”。这一变化反映了

　　　　　　　　　　　　　　　　。 
②巧归纳——中国近代

改革与现代改革的比较

思想解放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2研考点　主题精准突破



主题一 主题二

主题一　曲折探索——中国近现代共和制的发展历程

主旨精要:民主共和制是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中国人民

孜孜追求的目标之一。近代中国模仿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最终都以失败告

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逐渐找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共和制度,成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根本保障。



主题一 主题二

史料探究

视角1  民国初期,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

材料　民国初期的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寻求中国早期政治民主化途径的

伟大尝试……政党政治实践之所以会失败,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具体而

言,政党自身的严重畸形化,各党派间无休止的激烈竞争,资本主义商品经

济基础的薄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以及由于国民民主意识淡薄、

参政能力低下而造成的民众支持力不足等都是民国初期政党政治实践失

败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资产阶级政治精英对政党理念的主观认识与实

践,以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为代议制民主建立所准备的条件的不足,也是

造成此次民主政治移植失败的不可忽视的两个因素。



主题一 主题二

【思考】　据材料,围绕“民国初期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建立史料与史论

之间的联系。



主题一 主题二

史论转化

史料 史论

政党自身的严重畸形化,各党派间

无休止的激烈竞争
①

② 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 ③

④
国民缺乏参政素养(或政党政治缺乏群

众基础)

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为代议制民

主建立所准备的条件的不足
⑤

政党仓促成立(不成熟),且党争不休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的薄弱

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较深

国民民主意识淡薄、参政能力
低下而造成的民众支持力不足

中国没有形成适合代议制民主的
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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