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国---路漫漫





一、近代中国救国救民的主要探索

（一）军事抗争

• 三元里人民抗英（第一次鸦片战争）
• 太平军痛击“常胜军”、“常捷军”
• 刘永福台湾抗法（中法战争）、抗日（甲午战争）
• 冯子材镇南关大捷（中法战争）
•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 邓世昌激战黄海（甲午战争）
• 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
•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等



（二）其它探索

太平天国运动--农民起义，不换天和地、只要换皇帝
洋务运动--地主自救，师夷长技以制夷、保住皇帝救自己
戊戌变法--资产阶级维新，幻想君主立宪、奈何无力回天
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皇帝拉下马、果实却归他
新文化运动--先进分子的启蒙梦--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国民革命—国民党的阶级梦--总理遗志有继承，中正反动终
不赢

人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梦--东方红太阳生，党是民族
大救星



二、救国救民的早期探索及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

对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 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



（一）太平天国运动

1851年—1864年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
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的领导集团从
广西金田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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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世纪中叶中国的
一场大规模反清、反帝运动，也是中国农民运
动的 高峰，客观上起到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
的作用。1851年爆发，1853年年初占领并定都
天京（今南京），颁行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
制度》，集中表达了农民阶级的建国方案，
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太平天国遭重创而由盛
转衰，至 1864年，天京陷落，前后奋战十四
年，纵横十八省，威震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
失败。



评价

1.农民自发起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俺家”
的农民阶级局限性

2.两个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与《资
政新篇》，客观表达农民阶级的建国理想

3.客观上起到探索作用
4.农民阶级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因
为它不代表先进生产力



（二）洋务运动-----器物救国模式

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地主阶级的洋务
派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求强求富
为主要诉求，效仿西方器物技术，是近代
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实施西式工业化
的运动，是一场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由上
到下的生产力改良运动。洋务运动引进了
大量西方18世纪以后的科学技术成果，打
开了西学之门，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
展和现代化之路。但在甲午中日海战中，
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随之破产。



评价

（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脱节：“中体西用”
严复批驳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

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
为用者也”。

（2）照搬照抄他国器物：“师夷长技以制夷”

（3）客观上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戊戌变法----制度救国模式

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
级维新派的策划与推动下，光绪帝颁布
“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史称“戊
戌变法”。主要诉求是学习西方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等制度，变皇权中国为君
主立宪国家，是照搬西方模式、变法图强
的思想启蒙、社会改良与爱国救亡运动，
推动了中华民族觉醒，极大的冲击了封建
制度，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
烈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
变法宣告失败。因戊戌变法历时一百零三
天，又称“百日维新”



变法派的命运

光绪皇帝被囚禁，后死于宫中

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

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杨
深秀“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

谭嗣同《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评价

（1）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人民诉求？
（2）效仿西方模式—君主立宪
（3）是近代中国救国救民探索的重大觉醒



三大运动失败的共同原因

（一）从认识基本国情的角度分析

--“把握”还是“不知”？
（二）从开辟特色救国道路角度分析

--“模仿”还是“创新”？
（三）从群众基础角度分析

--“脱离”还是“依靠”？
（四）从领导策略角度分析

--“坚强”还是“软弱”？



结论

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

产阶级改良派都不能领
导中国人民探索到救国
救民的真正道路。



下节活动—5分钟发布
•
• 革命，于辛亥年发生

• 有一首歌曲叫《知音》

• 共和梦碎该问谁？

• 启蒙，从新文化产生



三、中期救国探索及其发展

1.辛亥革命--制度救国模式

2.新文化运动—文化救国模式



（一）辛亥革命--制度救国模式

•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目的在于推翻清
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911年10月
10日武昌首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1912年
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
大总统，这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府。
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中国长达
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结。但是，1912年4月，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辛亥革命
失败，证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
革命取得成功。



主要过程

1.1894年，孙中山北上，和平救国梦灭，决心革命
2.1905年，孙中山、宋教仁等人于日本成立中国同盟
会，政党纲领为“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民权主义：创立民国
--民生主义：平均地权
3.武昌首义：1911.10.10晚
4.民国成立：1912.1.1，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5.清帝退位：1912.2.12
6.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3，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7.辛亥革命失败：1912.3.10，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4.1，孙中山正式卸任，北洋军阀政府建立



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个里程碑，具有
伟大的历史意义。

（1）推翻清王朝统治，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
治。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2）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3）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思想进步和民族觉醒的
大门。

（4）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
新的变化

（5）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
放运动的高涨。



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

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行不通
（1）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2）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的统治势力没有被彻底消灭，地主
阶级也不允许中国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

主观原因：

1.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三民主义--
民族民权民生

2.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阿Q正传》
3.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
--组织松散派系纷杂
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辛亥革命.MPG



发展

--1912年8月，宋教仁组建中国国民党，这是中国的第一
个资产阶级政党

--1913年7月，武装反袁—二次革命
--1915年12月，蔡锷将军等发动护国运动
--1917年9月—1918年5月，护法运动
--1921年4月—1922年8月，第二次护法运动，孙中山遭受
一生中 惨重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
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新三民主
义形成；国民革命兴起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
--1927年7月，蒋介石叛变革命，1949年底战败去台，国
民革命失败，宣告了国民党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结束。



结论

1.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走不通，资产阶
级革命派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成功。

----不适合中国国情
----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资本主义、封建势力不允许
----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妥协
2.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被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代替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



（二）新文化运动----文化救国模式

• 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起的旨在“廓清蒙昧、启发
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
解放出来”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于
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基本口号是民主
与科学，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极
大的启蒙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具有前进、革命
的性质，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社
会条件。



1.发起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大量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标志着新文化
运动的兴起。从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起，《青
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蔡
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教
授，《新青年》随陈独秀北上迁到北京，鲁迅、
李大钊、胡适等人成为主要撰稿人，此后，
《新青年》的影响越来越大，与北京大学一起
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陈独秀

李大钊

鲁迅

胡适

刘半农

蔡元培

周作人等





3.口号与基本内容



4.发展

效仿西方--柳暗花明—特色文化
（1）五四运动后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结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转变为马克思
主义者

（2）与时俱进，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局限
1.意义
（1）切中时弊，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毛泽东：“自从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
彻底的文化革命。”（《新民主主义论》）

（2）没有因为批判孔学而否定全部传统文化。
“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时
君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
之灵魂也。” （《李大钊选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
子》 ）

（3）掀起了思想解放潮流，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
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做了准备

2.局限
（1）与政治斗争和群众的结合很差，基本上停留在文
化层面

（2）存在形式主义、绝对主义的缺陷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
—特色道路模式

1921年7月，中国共
产党成立，从此走上
了领导中国人民探索
救国救民的道路。90
多年的时间，党依靠
人民，励精图治，不
断开拓创新，终于找
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正确道路。



五、历史，现实，远虑近忧，启发警示

（一）认清社会矛盾与历史任务：集中力量
解决核心问题

（二）坚持特色，开拓创新：清醒认识国情
社情史情，走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不能
盲目照搬别人的模式与经验

（三）充分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坚持唯物
史观，坚持群众路线，发挥群众力量

（四）建设强大、正确、革命的领导核心：
革命胜利的政治保证



下节活动--5分钟发布

• 内容：
1919那一年
5月4日那一天
中国--第一次对世界说“不”
马克思主义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