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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与中国民国建立

2023年高考历史一轮复习



一、课标要求
       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理解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对中国结束帝制、

建立民国的意义及局限性；了解北洋军阀的统治及特点；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讨
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
二、备考策略
        辛亥革命是传统高考的常规考点，重视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基本过程、中华民国的局

限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等核心知识点的识记和理解，侧重分析影响辛亥革命成败的历史因
素，培养学生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合理解析历史细节的能力。新教材丰富了部分北洋军阀统治
的历史细节，但并非当下热门考向，对高考复习影响不大。在复习过程中，最值得重视的依
然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促进思想解放的努力，这一时期的题目素材理解难度相对较大，平时
复习要多注意积累分析经验。



五年全国卷考点统计

年份 试卷 考题 考点 主题

2018 2卷 29题 孙中山革命思想 资产阶级探索-革命派

2019 1卷 29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化-思想解放

3卷 29题 新文化运动 近代化-思想解放

2020 1卷 29题 近代经济 近代化-阻碍

3卷 29题 辛亥革命过程 资产阶级探索-革命派

2021 甲卷 29题 无产阶级探索-革命背景 党史

2022 无



阶段特征

中华民国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转型期，也是近代化曲折发展的时期
(1)政治上：辛亥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自身实力局限，失去
了对政权的控制，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上台肆意践踏民主。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
维护民主共和进行的斗争先后失败；。
(2)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曲折发展，辛亥革命的推动及欧洲列强暂时忙于一战，推动了一战
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短暂春天”，但一战后民族工业重新遭到打击
(3)思想文化上：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在社会上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动
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后期受十月革命影响走向宣传马克思主义。 

(4)社会生活：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社会转型推动了社会生活的近代化







核心知识点1——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1．清末新政
(1)目的：清政府试图挽救自身统治。
(2)内容：基本与戊戌维新相同，但更为广泛深入。
(3)失败原因：地主阶级由于自身局限无法实现彻底变革。
(4)影响：一定程度有利于中国近代化；客观上推动更多先进力量转向革命。
2．中国同盟会
(1)背景：民族危机加深；孙中山个人思想转变，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
(2)成立：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建
(3)地位：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4)纲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合称“三民主义”。
(5)代表性活动： 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引起了巨大震动。
4．预备立宪
(1) 过程：立宪派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立宪派先后掀起3次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 。
(2)结果：1911年5月，清政府组织“皇族内阁”，立宪骗局昭然若揭，更多人转向革命。



（2021·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8） 1907年，察哈尔
都统认为，当地虽物产丰富，商贾荟萃，“惜民气未开，不知振兴实
业，亟应设法提倡，以挽利权”，特派专员至江西景德镇调查瓷器制
造情况，“以资备鉴”。该都统意在（　　）
A．加强地区经济合作                 

B．以机器工业取代传统工业
C．发展地方特色产业                 

D．利用本地实业救国的氛围

C



（2022·北京市昌平区高三上期末·7）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
书”中提出创办公共藏书楼的主张；至1897年维新派共建藏书楼51所。
1906年，出国考察宪政的大臣奏请清政府设立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
之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大臣纷纷上书奏请设立图书馆，以开民智。
20世纪初，中国掀起了一股政府兴办近代图书馆的热潮。由此可知，
近代图书馆的设立（　　）
①受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推动      ②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③受到了清末“新政”的影响         ④推动了清政府的政治制度
改革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B



（2022·山东省青岛市高三上期中检测·4） 1894年，孙中山创立
兴中会时，力倡“驱除鞑虏，恢复中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时，他以五色旗（寓意五族共和）为国旗。孙中山这种转变表明了
当时（　　）
A．民主革命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       

B．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整合意识
C．辛亥革命初步实现了民族统一       

D．革命派转向建立人民民主国家
B



核心知识点2——武昌起义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1．武昌起义
(1)有利条件：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发展成武装起义
(2)过程：1911年10月10日晚，革命力量雄厚的新军工程第八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
(3)结果：成立湖北军政府，推黎元洪为都督。
(4)影响：南方14个省和上海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
2．中华民国的建立
(1)建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2)颁布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①目的：为防止袁世凯专权。
②主要内容：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一律平等。
③影响：确立了责任内阁制，是近代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
(3)清朝灭亡：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颁布《清帝逊位诏书》
(4)袁世凯上台
①背景：英国等列强的支持；孙中山的让步；袁世凯自认迫使清帝退位对革命有功。
②结果：2月15日，南方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3.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1）积极意义
政治：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政
体。
经济：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思想：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促使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
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新的变化，冲破了封建主义的藩篱。
（2）局限性：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
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2021.1·浙江高考·11）1905年7月，孙中山与华兴会领导人商讨
时指出：“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中国现
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
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
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孙
中山旨在（　　）
A．批判旧式农民起义的落后性         

B．强调联合革命力量的必要性
C．说明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性         

D．阐述反抗列强瓜分的紧迫性

B



（2021.6·浙江高考·11）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中共中央在第一次
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辛亥革命战争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反对满
洲帝政之民主运动，一个是反对外力压迫之自强运动。”这一认识
强调这场革命（　　）
A．完成了民族独立任务               

B．反帝反封建的内涵
C．改变了中国社会性质               

D．传播了民主科学精神

B



（2021·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8）《顾维钧回忆录
》记载：1912年的北京由“废帝宣统管辖之下的紫禁城”“东交民
巷和民国首都三部分组成”；1913年，“（袁世凯）对国民党的活
动采取了坚决镇压手段”“临时国会被解散了”“袁（世凯）下令
逮捕许多重要的国民党党员”。据此可知，当时（　　）
A．推翻君主专制迫在眉睫             

B．军阀统治丧失基础
C．帝国主义势力异常强大             

D．民主革命任务艰巨

D



（2022·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高三年级第二次调研测试·7）辛亥革
命之后通过议会选举，参与国家政治的势力多是资产阶级和其知识
分子，过去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的民众也参与了这个体系，人民
群众参与政治体系的范围和深度大大扩展了。由此可见，辛亥革命
（　　）
A．推进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B．助推人民群众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C．改变了半殖民地社会性质           

D．使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发生变化

D



（2022·广东省韶关一模·8）不同著作对辛亥革命的评述不一，表
1相关评述表明（　　）

表1

A．制度构想与实践存在偏差           B．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
性
C．英国的评述相对客观独立           D．民主共和观念已深人人
心

A袁世凯身边的唐在礼说：“我们同僚中很多人知‘共和’，但是这个共

和怎样共法，怎样建立新局面，新局面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
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

（南京的下层人士）“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

个专门名词，认为它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

命资料选译》

“在这样的国家里，是否能够突然用一个同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

共和国政府形式，来代替君主政体？”
1912年2月16日英国《泰晤士报

》社论



核心知识点3——袁世凯复辟与北洋军阀统治

一．袁世凯复辟与护国战争
1、背景：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2、独裁统治：
①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
②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
③发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连选连任。
④袁世凯于1915年5月被迫签订不平等的“中日民四条约”。
3、称帝：1915年10月，袁世凯接受“劝进”当上了皇帝，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
4、护国战争
①过程：1915年底，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
争。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湖南、陕西、四川等省相继宣告独立。
②结果：袁世凯于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



二、北洋时期的军阀割据 

1．表现
(1)军阀混战：各军阀凭借手中掌握的军队，争权夺利，先后爆发直皖、直奉等战争。
(2)“府院之争”
①背景：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出任掌握实权的国务总理，但与继
任总统的黎元洪存在重大利益分歧。
②过程：1917年5月，继任总统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
③结果：随后，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兵入京，解散了国会，拥清废帝溥仪复辟。
(3)护法运动
①背景：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姿态，回到
北京就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公然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拒绝恢复国会。
②过程：1917年8月，南下的150余名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
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③结果：西南军阀利用完孙中山之后又把他排挤出政权。



(4)参加一战
①原因：为争取国际地位，抑制日本在华势力的发展。
②表现：1917年8月14日，中国向德、奥两国宣战，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方面。
随即，中国收回德、奥在天津、汉口的租界，撤销两国领事裁判权。十几万名中国劳工远渡
重洋前往欧洲前线。
③影响：中国劳工的巨大付出，为协约国一方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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