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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板块复习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教师 田子刚

本单元内容是中国近代史的学习重点。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促进了中

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

立的里程碑。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历史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上，孙中山等人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

法运动等一系列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经济上，一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

工业出现短暂春天。思想上，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礼教的统治地位。

1.1905—1907年，孙中山等革命

党人在《民报》上发表了大量介绍社

会主义的译文和论文。孙中山指出

“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

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据此可知，

革命党人此举是为了（ ）

A.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B.抨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C.汲取资本主义发展教训

D.为民主革命做思想动员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当时革

命党人介绍社会主义是为了“预防

大资本家之发生”，即为了预防中国

出现阶级分化和财富分配不均的现

象，说明材料中革命党人的举措是

为了汲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教

训，从而实现“平均地权”等目标，故

选C项；俄国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

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

宣传马克思主义，排除 A项；材料没

有涉及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抨击，

排除B项；材料只是在宣传三民主义

中的民生主义思想，排除D项。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

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

财产……集会、结社、通信、信教等

自由；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和被

选举等项权利”。这些规定（ ）

A.使人民真正获得了自由民主

B.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C.否定了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

D.体现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

【解析】根据材料“中华民国人

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

区别。人民享有人身、财产……”可

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法律上

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

C 项正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

没有真正实施，人们没有获得真正

的自由民主，A 项排除；《中华民国

临时约法》并没有使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得以真正实现，B 项排除；《中

华民国临时约法》是资产阶级民

主 宪 法 ，不 是 无 产 阶 级 宪 法 ，D

项排除。

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

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煦称赞华工

“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

材料。他们在现代炮火下，可以忍

受任何艰难，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

任务”。材料主要说明了（ ）

A.赴法华工的表现大大提高了

中国的国际地位

B.赴法华工为协约国赢得战争

胜利作出了贡献

C.中国的参战是协约国赢得战

争的主要原因

D.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并收回了一些主权

【解析】本题考查一战期间华工

的贡献。赴法华工的表现的确提高

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是材料中没

有体现出来，故 A不符合题意；法国

是协约国的一方，华工支援了法国

就是支援了协约国一方，因此赴法

华工为协约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故B符合题意；中国的参战有利于协

约国一方取胜，但不是主要原因，故

C 不符合题意；中国参加了一战，但

是中国的一些主权并没有因此而收

回，故D不符合题意。

4.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912年以后，临时政府

开始实行强制剪辫法令：“满虏窃

国，易吾冠裳……今者清廷已覆，民

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

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

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

不尊者以违法论。”

材料二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

教时，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哄

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

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

无形的。”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

知识，概述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发生

的变化。

（2）你如何看待民国初年的中

国社会？

【解析】（1）社会习俗：剪发辫、

易服饰、废跪拜、改称谓、禁缠足、

倡女权等。政局演变：中华民国取

代专制王朝，但共和并未真正实

现。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

发展，出现“短暂春天”。思想文

化：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人的思

想解放。

（2）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

社会的转型期，虽然在社会习俗、政

局演变、思想认识上新旧并存，但体

现自由平等的新礼仪的出现、民主

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和新文化新思

想动摇封建礼教，冲击旧文化旧思

想，说明民国初年迈向现代化的道

路尽管步履维艰，但现代化的趋势

不可阻挡。

重点知识阐释

背景：
辛亥革命没有彻底批判封建

思想。人们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

的痛苦反思，认识到共和制度之

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中国的

状况依然黑暗，根本原因在于缺

乏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

彻底批判，大多数国民的头脑仍

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帝

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袁世凯尊

孔复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入中国，

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

主政治。

内容主张：
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

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

道德，斗争矛头指向孔教，反对封

建礼教；提倡文学革命，提倡新文

学和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和文言

文；十月革命后，增添歌颂十月革

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评价：
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动摇

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有着

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对促进中国

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

起了巨大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了

五四运动的发生。

局限性：
局限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没有和群众运动相结

合；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没有同

政治斗争相结合；在对待东西方文

化态度上存在绝对否定、绝对肯定

的看法。

新文化运动

为防止袁世凯专权，1912 年

3 月11 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

义颁布了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

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

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民主原则）；

国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一

律平等（平等原则）；国民有人身、

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

信仰及请愿、考试、选举、参政等自

由和权利（自由原则）；以参议员、

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

统治权（三权分立原则），国务员需

副署临时大总统公布的法律及命

令（实行责任内阁制的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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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反专

制的重要意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例题解析

民族主义：
反对民族压迫，反对满洲贵族

对中国的统治。包含反帝要求，但

不明确。

民权主义：
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资产

阶级共和国。反映了资产阶级革

命派的政治目标。在建立共和国

的问题上对汉族官僚、地主官僚抱

有幻想，为后来汉族官僚地主投机

革命提供了可乘之机。

民生主义：
主张核定地价，现有地价归

原主所有，革命后因社会进步所

增长的地价归国家所有，由国民

共享。目的是实行资本主义的

土地国有制，为资本主义开辟道

路。意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是

孙中山先生思想的一大贡献，是

不彻底的土地纲领，无法解决农

民土地问题，使得辛亥革命缺乏

群众基础。

评价：
三民主义是辛亥革命的指导

思想。孙中山根据三民主义原则，

领导制定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

法》，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

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三民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