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原因：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民族危机严重
          巨额赔款造成财政危机，激化政治危机
经济基础：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登上政治舞台
思想基础：早期维新思想产生及康梁进一步发展
组织基础：强学会、保国会等政治团体的成立
重要条件：光绪帝支持；康有为、梁启超个人努力
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发展是当时潮流

戊戌变法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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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与探究：1897年后维新派由理论宣传转入政
治实践的原因和表现有哪些？

①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②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的宣传1.原因

2.表现

①康有为上清帝第五、第六书痛陈变法
②康有为向光绪进呈了《日本变政考》
《俄彼得变政记》
③康有为发起组织了保国会

③有爱国心的官员的推动

1898年，在各种改革力量的推动下，维新变法形势
进一步高涨，掀起“百日维新”。

“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材料分析与探究：

• 材料一：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
国是上谕：“……不甘作亡国之君。……数
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
强……”

• 材料二：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宪法，
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臣故请皇上以俄大
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敢为政法
也。然求其时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
彰……则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矣。



①其爱国意识使光绪帝不甘做亡国之君；
②光绪帝亲政后并无实权，企图借维新变法
从慈禧太后手中夺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和权力。

思考：光绪帝为什么会支持维新变法？

俄国和日本；

思考：康有为会要光绪帝借鉴哪些国家的
改革成效而颁行新政？为什么？

时地不远，教俗略同；
保留君主，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



    1898年6月11日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因
为1898年是农历戊戌年，史称戊戌变法；这次变法
历时共103天，又称 “百日维新”。



领域 主要内容

政治

经济

文教

军事

上书言事，
精简机构

鼓励发展工商业

改革科举
废除八股

建立新式军队

给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参与政治
的可能性，初步动摇了封建统治
秩序

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有利于先进科学文化的传播

有利于增强了军事实力

思考：以上政治法令与维新派进行维新思想准
备时的主张有哪些明显差别？为什么会出现这
些差异？            

没有涉及维新派提出的“行宪法，大开国会”、设立
制度局等政治主张（局限性）

想减少阻力；也说明维新派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光绪
帝的“君权”之上，反映了维新派的阶级局限性。

意义



提 升



材料阅读与分析：

        材料一：……变法上谕，基本上反映了维
新派的愿望和要求，政治上允许一定的言论自由，
经济上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
策，文化上……
                 ——人教版《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二：康有人等人想以日本明治维新的要
义为蓝图，在中国推行变法。但是没有认识到日
本与中国的国情不同，并没有掌握明治维新真正
“要义”。
                  ——《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比较》





材料阅读与分析：

        材料一：政变之总原因，盖出于光绪帝之
怯懦，无权无勇…… 一有异动，则随其喜怒而
置焉！                         ——萧一山《清代通史》

        材料二：…… 而康梁诸人不知环境之阻力，
偏于理想，多招忌妒，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
经验之书生也。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维新运动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他们
不仅不接近广大的劳动群众，得不到广大群众的
支持，只依靠载湉 这样一个无权无力的皇帝下命
令。           ——荣孟源《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





创新与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