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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30：鸦片战争 

一、考点逻辑 

 

二、考点精讲 

1、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选择题☆） 

（1）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2）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其核

心是宗族家长制。 

（3）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2、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鸦片战争的影响】（选择题☆☆☆） 

（1）1842 年 8 月 29 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接着，1844 年 7 月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10 月签订了

中法《黄埔条约》。
36

 

（2）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领土主权、

领海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 

（3）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其原因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

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中国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36 2012 年第 26 题多选 

概念30

战争前的时代背景

战争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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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笔记：重要条约总结 

中英《南京条约》（1842 年） 1、割让香港岛，五口通商，丧失领土主权、领海主权。

2、进出口货物税率中英“秉公议定则例”，丧失海关自主权。 

中英《虎门条约》（1843 年） 1、开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先例，丧失司法

主权。2、片面最惠国待遇。3、租赁土地设租界。 

中英法《天津条约》（1858 年） 外国公使常驻北京，逐步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中日《马关条约》（1895 年） 1、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2、允许外国

人在中国投资办厂，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3、民族意

识的普遍觉醒。4、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37 

《辛丑条约》（1901 年） 1、赔款 4.5 亿两白银，为所有不平等条约中赔款最多的。

2、强迫清政府禁止民间反抗组织。3、获得在中国领土上驻

兵的特权。4、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三、真题再现 

1.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趁火打劫，相继逼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

【多选】 

A.《虎门条约》 

B.《望厦条约》 

C.《黄埔条约》 

D.《天津条约》 

  

 
37 2015 年第 27 题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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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31：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考点逻辑 

 

二、考点精讲 

1.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选择题☆☆☆） 

（1）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的原因。 

第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经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 

第二，近代中国实际上已经丧失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的地位，但是仍然维持着独立国

家和政府的名义，列强通过其代理人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因此被称作半殖民地。 

（2）中国逐步变成半封建社会的原因。 

第一，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遭到破坏，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

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 

第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

经济的主要形式。 

这样，中国的经济既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了。 

（3）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

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社会性质

主要矛盾

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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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但

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 

第四，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第六，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

治权利的生活。 

（4）阶级关系的变化。 

地主阶级有的附股外资企业，有的入股洋务企业，有的直接创办或参股民营企业，转

化为资本家。 

农民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新产生的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也是近代中国新产生的阶级。有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本家，另一部分是民

族资本家。 

总结：近代中国各阶级 

地主阶级 革命对象 

官僚资产阶级（买办大资产阶级） 革命对象 

工人阶级 革命动力，最革命的阶级 

农民阶级 革命动力，革命的主力军 

城市小资产阶级 革命动力，革命可靠的同盟者 

民族资产阶级 革命动力，革命最不可靠的同盟者 

 

2.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论述题☆☆☆）“ 

（1）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 

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最

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
38

 
38 2018 年第 9 题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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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39
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3）两个任务的关系： 

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第一大任务是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第二大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第一大任务是第二大任务的前提
40
；第二大任务是第一大任务的最终目的和必然要求。 

总结笔记 3：近代中国两大主要矛盾和两大历史任务 

两大主要矛盾 ①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最主要的矛盾） 

②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两大历史任务 ①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反帝) 

②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反封） 

极简背诵:两大历史任务【论述题开篇必写内容】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三、真题再现 

1、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中国的

历史表明要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首先                                     （ ） 【单选】 

A.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B.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C.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 

D.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39 2020 年第 9 题单选 
40 2015 年第 9 题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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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32：反侵略与民族觉醒 

一、考点逻辑 

 

二、考点精讲 

1.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选择题☆☆☆） 

（1）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1841 年 5 月，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反侵略反封建的武装斗争。 

（2）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 

中日甲午战争时，致远舰管带（舰长）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等，都以身殉国。 

2.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选择题☆☆☆） 

（1）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终目的，是要瓜分中国、灭亡中国。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的图谋，在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达到高潮。
41
其主要表现是租借

港湾划分势力范围。 

（2）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实现瓜分中国图谋的原因 

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瓜分中国的图谋，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互相制约，是一个重要的

原因。而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
4243

 

总结笔记：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第一次反侵略反封建的武装斗争 

 
41 2015 年第 27 题多选 
42 2020 年第 27 题多选 
43 2012 年第 9 题单选 

概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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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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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第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3.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及其原因（选择题☆☆☆） 

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原因。第一，社会制度的腐败是根本原因。
44
第二，经济技术的落后是近代

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4.民族意识的觉醒（选择题☆☆☆） 

（1）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45
 

（2）林则徐编成《四洲志》一书，叙述了世界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 

（3）魏源在 1843 年 1 月编成《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46
，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

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 

（4）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

民共主”制度等主张。这些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的意义。 

（5）严复的《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 

（6）孙中山 1894 年 11 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三、真题再现 

1.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终目的是要瓜分中国，灭亡中国。1895 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列强掀起了

瓜分中国的狂潮，这集中表现在                                               （ ）【单选】 

A．设立完全由外国人直接控制和统治的租界 

B．竞相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 

C．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工业中争夺垄断地位 

D．从侵占中国边邻国发展到蚕食中国边疆地区  

 

2.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势力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妄图瓜分中国、灭亡

中国，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这一图 谋，其根本原因是           （ ） 【单选】 

A.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B.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C.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D.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 

 

 
44 2011 年第 9 题单选 
45 2016 年第 9 题单选 
46 2016 年第 10 题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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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 1984 年到 1989 年的 80 年间，中国人民对外来的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发的反抗，但历次的反侵略

战争，都是以中国的失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从中国内部分析，其根本原因是：

（ ）【单选】 

A．军事战略错误 

B．社会制度的腐败 

C．经济技术的落后 

D．思想观念的保守 

 

4.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含义。1894 年 7 月，日本发

动甲午战争，清朝在战争中战败。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 

A.台湾被日本侵占 

B.中国人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觉醒 

C.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D.中国海关的行政权落入外国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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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33 太平天国 

一、考点逻辑 

 

二、考点精讲 

1.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兴衰（选择题☆☆） 

1843 年，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利用它发动和组织群众。 

1851 年 1 月，洪秀全 率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1853 年 3 月，太平军 占领南京，定为首都，改名天京，正式宣告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 

到 1856 年上半年，除北伐失利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和天京附近等战场 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控

制了大片地区，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1856 年 9 月，太平天国发生了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 岭。 

1864 年 6 月，洪秀全病故。7 月，天京被湘军攻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2.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纲领（选择题☆☆☆） 

（1）《天朝田亩制度》 

原则：平均分配土地，即“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内容：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 9 等，好坏搭配。农、副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都以农村政权的基层

组织“两”来实行管理，每 25 户为 1“两”。生产所得，“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 

目标：“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评价： 

①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 

②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③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 

概念33

运动的兴衰

运动的纲领

运动的意义

运动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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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其平分土地方案即使在太平军占领地区也并未付诸实施。 

（2）《资政新篇》 

内容：政治方面，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 

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行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开始提

倡资 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 

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

业。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但严禁鸦片输入。对于外国人，强调“准其为国

献策，不得毁谤国法”。 

评价： 

① 是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 

② 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 

③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付诸实施。 

3. 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选择题☆☆） 

第一，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第二，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第三，太平天国起义还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第四，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 

4.太平天国农民斗争的局限性和教训（选择题☆☆☆） 

（1）失败原因： 

①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根本原因）。 

②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 

③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 

④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缺乏理性的认识。 

（2）教训：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

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三、真题再现 

1.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1851 年—1864 年）期间，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

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对于这一运动评价正确的是： 

A.旧时农民运动的最高峰 

B. 19 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 

C.《天朝田亩制度》付诸实施之后，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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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提出了自强求富的口号 

  



 

94 
 

概念 34：洋务运动 

一、考点逻辑 

 

二、考点精讲 

1.洋务事业的兴办（选择题☆☆☆） 

（1）洋务派代表人物：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2）洋务派兴办洋务的目的：
47
 

首先是为了购买和制造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 

其次是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意图。 

最后是抵御外来侵略。 

（3）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 

（4）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 

第一，兴办近代企业。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福州船政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

厂。 

第二，建立新式海陆军。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

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 

第三，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48
。创办新式学堂主要有：翻译学堂，；工艺学堂；军事学堂。 

2.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选择题☆☆☆） 

（1）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首先，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 

其次，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最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 

 
47 2018 年第 10 题单选 
48 2012 年第 27 题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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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其次，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最后，洋务企

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
49
 

总结笔记：洋务运动 

时间 19 世纪 60 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 

代表人物 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根本目的 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指导思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历史作用 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改变了社会风气 

失败原因 封建性、依赖性、腐朽性 

 

三、真题再现 

1.十九世纪下半叶，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时 30 年，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A 指导思想的封建性 

B.对外具有依赖性  

C.民主阶级的荒谬性 

D.民族资产阶级的腐朽性 

  

 
49 2010 年第 26 题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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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35：戊戌维新 

一、考点逻辑 

 

二、考点精讲 

1.戊戌维新运动的开展（选择题☆☆） 

（1）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 

维新运动的背景： 

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

迫和束缚。 

②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 

③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

国。 

④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的活动：①向皇帝上书。②著书立说。如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③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

训。④办学会：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⑤设学堂。重要的有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任中文总

教习的长沙时务学堂等。⑥办报纸。 

（2）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论战的内容：首先，要不要变法。其次，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最后，要不要废八股、

改科举和兴西学。
50
 

论战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50 2013 年第 9 题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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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的意义：进一步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长期受到束缚的思想。进一步传播了西方资

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3）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的内容：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重叠机构，澄清吏治，提倡廉政。 

经济方面：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注重农业发展，建立新式农场；广办邮政，修筑铁路；开办商

学、商报，设立商会；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 

军事方面：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 

文化教育方面：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在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

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 

维新运动的性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
51
 

失败的标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发动的戊戌政变。 

2.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选择题☆☆☆） 

（1）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首先，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其次，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最

后，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2）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客观原因，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主观原因，首先，民族资

产阶级力量弱小。其次，维新派的局限性。具体的说，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惧怕人民群

众。
52
 

教训：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实现国家

的独立、民主、富强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社会制度。 

 
51 2019 年第 9 题单选 
52 2016 年第 27 题多选 

总结笔记：维新运动 

背景 1、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要求； 

2、民族危机激发新的民族觉醒； 

3、民族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 

4、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迅速传播 

代表人物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 

性质 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 

意义 爱国救亡运动，政治改良运动，思想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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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题再现 

1.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迅速兴起，针对洋务派提出的 维新派指出，“体”与“用”是不可分的。中学有中学

的“体”与 ， 的“体”与“用”，把中学之“体”与西学之“用”凑在一起，就 用”一样荒谬。维新派

与洋务派分歧的实质是                                                         （ ）【单选】 

A.要不要社会革命 

B.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C.要不要在中国兴办近代企业 

D.要不要学习西方的政治与经济制度 

2.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维新派尽管不敢从根本上否

定封建主义，但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张                         （  ）【单选】 

A.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君主专制制度 

B.用民主共和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制度 

C.用总统共和制度取代君主立宪制 

D.用议会共和制取代君主立宪制  

失败原因 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惧怕

人民群众。 

总结笔记：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创办学堂的区别 

洋务运动 翻译学堂、工艺学堂、军事学堂 

维新运动 万木草堂、时务学堂、京师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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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36 三民主义 

一、考点逻辑 

 

二、考点精讲 

1.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选择题☆☆） 

第一，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第二，清末“新政”的破产。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选择☆☆☆） 

（1）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 

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

中国问题。 

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 

邹容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 

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3）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中国同盟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 

3.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选择题☆☆☆） 

（1）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 年 11 月，在同盟会机关报

《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

概念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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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与革命的论战



 

100 
 

民主义。 

（2）民族主义，即民族革命，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

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缺陷是没有

明确的反帝纲领。 

（3）民权主义，即政治革命，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国。民权主义的缺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很难得到真正的保证。 

（4）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

主；革命后的增价，则归国家，为国民共享。民生主义的缺陷是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广大

农民的土地要求。 

（5）三民主义的评价： 

①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②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③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4.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选择题☆☆☆） 

（1）双方论战的内容：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
53
第二，要不要推翻

帝制，实行共和。第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 

（2）论战的重大意义： 

①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 

②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③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 

总结笔记：近代史上的两次大论战 

地主阶级守旧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论战 1.要不要变法； 

2.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3.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资产阶级维新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论战 1.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2.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3.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 

三、真题再现 

1.1905 年至 190 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进行了一场大论战,双方论战的焦点是（）【单选】 

 A.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53 2020 年第 10 题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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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C.要不要社会革命 

 D.要不要发动广大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