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一专题三第二节辛亥革命练习题

1.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为纪念辛亥革命曾写下这样的诗有廿世纪诞五少乐格会集群贤。”

诗句描述的事件应是（）

A.中国同盟会成立

B.武昌起义爆发

C 中华民国诞生

D.清帝下诏退位

【解析】选 A。从题干材料信息“廿世纪初零五年”可知发生的时间是 1905 年,结合题干信

息“东京”可知是同盟会的成立,故选 A。
2.使许多省纷纷响应,相继宣告独立,清朝统治由此土瓦解的历史事件是（）

A.金田起义

B.武昌起义

C 南昌起义

D.秋收起义

【解析】选 B。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统治土崩瓦解,故 B 正确。

3.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国主革师,这一时期发生

历史事件是（）

A.同盟会建立

B.保路运动

C.新军起义

D.中华民国成立

【解析】选 B。本题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1911 年全国范围的保路运动兴起,要求收回被清

政府出卖的修筑铁路的主权,其中四川保路运动规模最大。A 建立于日本东京;C 最早发生于

湖北武昌;D 成立于江苏南京。故选 B
4、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各种因素综合专用作用的结果。下列有关辛亥革命爆发原因的表述,
正确的是（）

①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

②清政府已日益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和团体的成立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②④D.①②③④

【解析】选 D。①②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必要性因素,③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因素,故答

案为 D
5.2017 年是辛亥革命爆发 106 周年。,要举行纪念多革命活动,最好的举办地点应是（）

A.北京和天津

B 武汉和南京

C.上海和广州

D.延安和遵义

【解析】选 B。1911 年武昌起义标志着辛亥革命的爆发;1912 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辛亥革命达到高潮。故 B 正确

6.(2017·江苏学业水平测试)近代某一法律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参议院、

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该法律的进步性是（）

A 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

B 宣告了封建制度的终结



C.宣示了中华民族独立

D.开启了政治民主化进程

【解析】选 A。由题干关键信息“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

法院行使其统治权”,这体现了主权在民原则、三权分立原则,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井和政体,
故本題选 A
7、《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

信仰等自由国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反映了约法坚持（）

A.主权在民

B.自由平等

C.三权分立

D.宪法至上

【解析】选 B。题干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国民享有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反映了约法

坚持自由平等,故选 B
8、在开展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某位同学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总结了四句话其中表述不正确

的是（）

A.皇帝倒了,清朝完了 B.国号变了,时代换了

C 民权有了,国家强了 D.习惯改了,风俗新了

【解析】选 C。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数选 C。A、B、D 叙述都符合史实。

9.“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华民族认同得以实现,这既有赖革命领袖孙中山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又
有赖于民国建所形成的制度保障这段材料反映出辛亥革命的功绩是（）

A.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B.促进了中华民族认同

C 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

D.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解析】选 B。
10.(2017·台州高一检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与题意不符赋予临时大总统总揽政务、公

布法律的权力时,又规定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行使行政权,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

任”。其主要用意是（）

A 照搬美国政治体制

B.防止专制独裁再现

C 扩大临时大总统的权力

D推动满清政府破产

【解析】选 B。根据材料的描述并结合所学可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于袁世凯就任临

时大总统之前,目的是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故 B 正确。

1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得以总员五分

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可决弹劾之。”下列对该条文的评述,错误的是( )
A.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共和制度

B 它具有明显的民主性

C.它体现了权力的制约和平衡

D它直接加速了清王朝灭亡

【解析】选 D
12.有学者说,因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膝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问题、为走路

而准备着。该学者强调辛亥革命（）



A.激发了人们强烈的民族意识

B 结束了中国君主专制政体

C.促进了民主平等意识的觉醒

D推动了中国社会移风易俗

【解析】选 C。题干信息体现了辛亥革命在思想方面产生的影响,即民主、平等、共和的观念

深入人心,使人民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君主的奴仆,而是国家的主人,故 C 正确。

13.朱德在一首诗中写道:“辛亥革命已十年,清朝余孽继当权。列强勾结诸军阀,掠夺人民更不

堪。这首诗从本质上说明了（）

A.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B 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C 不打倒列强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动乱的

D.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解析】选 D。由材料来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仍没有解决,社会性

质依然没有改变,这说明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14.宣统三年(1911 年)的某一天,清廷忽然接到广东省地方高级官员的电报:“省城乱党潜图起

事,三月二十九日猝有匪徒多人轰击督署。”电报所说的事件是（）

A.武昌起义

B.秋收起义

C.黄花岗起义

D.金田起义

【解析】选 C。从题干材料信息“1911 年”“广东省”可知是黄花岗起义,故选 C。武昌起义

不是发生在广东省;B、D 不是发生在 1911 年。

15.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无论从破还是从立的角度看,武昌起义都可谓首创性义举,故史称“辛亥

首义”。这里所说的“首义”主要是指武昌起义（）

A.是革命党人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B.是推翻清王朝并导致民国建立的起义

C.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反清起义

D.是第一次得到广泛响应和支持的起义

【解析】选 B。
16.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来说,辛亥革每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足

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专制制度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1) 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推翻封建专制政

体进行的革命斗争？

(2)辛亥革命导致清朝统治迅速瓦解,但最终失败。从中受可以吸取哪些历史教训?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从材料中获取、解读信息和调动、运用知识的能力。第(1)题需归纳

概括,可从革命思想宣某位传、革命团体和政党的建立、武装起义发动及中华民国建句话立

方面着手。第(2)题根据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纳、分析。

答案:(1)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如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建立了兴中会等一系列革命团体;
建立了资产阶级

(2)教训: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可能走西方的老路。资产阶级共和国

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由于其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

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