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一） 保路风潮----辛亥革命的前奏

一、封建帝制的覆灭



1911年4月27日，黄兴等人发动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



结果：起义失败

由于革命党人缺乏建立根据地的思
想，也没有形成坚强统一的领导

原
因



从孙中山组织的革命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

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是充满了

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的统治。

                               ----毛泽东                                                                                                 



收回路权和矿权的斗争

揭露清政府出卖铁路的宣传画

辛亥革命
的导火索

成都血案
保路运动



“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

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孙中山



（二）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的号角和帝制覆灭    
的丧钟

     

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革命
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组织领
导下，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首
先在中部地区取得胜利。

湖北军政府 

10月11日，革命党人同立宪派聚会湖
北咨议局，决议成立湖北军政府，共
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因为这是
农历辛亥年，所以又称辛亥革命。



          （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二、中华民国的建立



（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孙中山主持
中华民国临
时政府第一
次内阁会议，
并宣读大总
统誓词



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
3月孙中山颁布了由参议院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
国宪法性质的国家临时大法

主权在民
平等自由
三权分立

(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

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确认了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

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

的，但他带有个革命性、民主性。”

                   -----毛泽东



宣统帝和摄政王

   这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
——宣统（旁立者），中
坐者是溥仪的父亲兼摄政
王载沣，载沣怀中的是溥
仪的弟弟溥杰。

帝制的终结：1912年2月12日



三、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的意义

    为什么说孙中山领导的
辛亥革命引起了近代中国
的历史性巨大变化？ 



2、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君
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是近代
中国政治制度的伟大飞跃。 

3、辛亥革命猛烈地冲击了封建思想，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思想  
   的大解放，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

   “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 
4、辛亥革命促进社会经济、思想观念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变 
   化，对建立新的社会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辛亥革命

1、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
—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
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

下一问题



“一声不作   二目无光   三餐不吃  

  四肢无力    五官不全    六亲无靠，

七窍不通     八面威风    九（ 久）坐不动，

十（ 实）是无用”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

 



第一、革除社会陋习，如禁止蓄辫、缠足、赌博、
严禁种植和吸食鸦片；

第二、树立民主新风，如官员、官民之间均为平
等关系，废除清朝官场称呼大人老爷的恶习，废
除跪拜之礼，改行鞠躬礼；

第三、保障人权平等，允许女子参政权，禁止买
卖奴婢，禁绝贩卖华工，禁止刑讯、体罚等；

第四、鼓励实业发展，保护私人财产和工商业者
的经营活动

第五、实行教育改革，提倡男女同校，奖励女学，
将各种旧式学堂改为学校，禁止使用清廷学部颁
行的教科书，增设自然科学、工商业和工艺方面
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