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洋政府的统治
军阀割据

2018级历史一班董春雨



概念辨析

北洋军阀 以袁世凯为首，北洋军主要将领组成的封建军阀集团

北洋政府 中华民国1912年至1928年期间由袁世凯和其他北洋军
阀将领控制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

1911年 1916年 1928年

袁世凯统治时期 军阀割据混战时期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责任内阁制





一、宋教仁案VS二次革命

1.宋教仁案
（1）袁世凯为建立独裁统治，破坏责任内阁制

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成员
国务总理 唐绍仪 北洋派系 司法总长 王宠惠 同盟会

外交总长 陆征祥 北洋派系 教育总长 蔡元培 同盟会

内务总长 赵秉钧 北洋派系 农林总长 宋教仁 同盟会

陆军总长 段祺瑞 北洋派系 工商总长 陈其美 同盟会

海军总长 刘冠雄 北洋派系 交通总长 施肇基 无党派 

财政总长 熊希龄 亲袁立宪派 南京留守 黄兴 同盟会

御用内阁

①
②
③

内阁总理



政府虽有“共和”之名，
实为猿（袁）家之天下也

（2）宋教仁组建“中国国民党”，
力图实现责任内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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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各党派人数占比

“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的大多数，大
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制一定可以成功。”— 宋教仁



（3）袁世凯刺杀宋教仁

袁世凯 宋教仁

矛盾产生

重金收买

不为所动

杀
宋
教
仁
遇
刺

“宋案”揭露了袁
世凯的独裁本质

袁世凯遭到国内舆
论的谴责

（4）袁世凯决定武力镇压国民党

保护共和非去袁不可！



2.二次革命 这次革命保卫民主共和，反对专

制独裁，是辛亥革命的继续。

（1）导火索：

（2）时  间：

（3）领导人：

（4）结  果：

“宋教仁案”

1913年

孙中山、黄兴

由于国民党力量涣
散，二次革命很快
被袁世凯镇压下去。
孙中山、黄兴等被
迫流亡日本。

二次革命形势图



二、袁世凯复辟帝制VS护国战争

1.袁世凯复辟帝制

（1）谋正式总统

袁世凯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
会。
（1）谋终身总统

颁布《中华民国约法》

改责任内阁制
为总统制

改总统选举法

总统可无限期连任

总统可指定继承人
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袁
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

修改宪法



（3）谋帝制

①谋求帝国主义支持 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
的一切特权；
（2）进一步扩大日本在“南满”
和蒙古的权益；
（3）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
不得租借或割让他国；
（4）聘用日本人为顾问等；



②筹备登基大典

1914年底，北洋政府在举行祭天活动

1915年末，袁世凯下令以1916
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准备在元旦举行登基大典。

孙中山《讨袁檄文》



2.护国战争



2.护国战争

（1）导火索：

（2）时  间：

（3）领导人：

（4）结  果：

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5年底—1916年6月

蔡锷、李烈钧、唐继尧

护国战争形势图

1916年，袁世凯被迫取
消帝制，6月在绝望中
死去。护国战争结束

护国三杰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孙中山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的原因
1.违背民主共和的历史发展潮流；(根本原因) 

2.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3.全国人民支持护国运动；

4.袁世凯众叛亲离；

启
示

①民主共和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②任何违背历史潮流做法注定要失败

③历史发展在曲折中前进

④孙中山先生屡战屡败的坚定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三、军阀割据

袁世凯

直系军阀 奉系军阀皖系军阀

冯国璋 曹锟 段祺瑞 张作霖

江苏、江西
湖北等省

安徽、浙江、山
东、福建等省

东
北

1.军阀割据

云南、
贵州

广东、
广西 



军阀
派系

代表
人物

依附
列强

势力
范围

直系
冯国璋
曹锟

英、美
直隶（今北京）湖
北、江苏、江西

皖系 段祺瑞 日本
安徽、浙江、山东

福建、陕西

奉系 张作霖 日本 东北三省

滇系 唐继尧 美、英 云南、贵州

桂系 陆荣廷 美、英 广西、广东

时间 军阀混战 时间 军阀混战

1920.7 直皖战争 1924.9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1.7 湘鄂战争 1925.10 第三次直奉战争

1922.4 第一次直奉战争



材料研读
军阀割据混战造成的一些后果

农户 1914～1918年 减少1500多万户

耕地 1914～1918年 减少2600多万亩

荒地 1914～1918年 增加4900多万亩

陆军 1914～1919年 增加92万人

军费 1916～1918年 增加5000多万元

人口锐减

经济破坏

战事不断

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军阀割据



2.护法运动

（1）背  景：

（2）时  间：

（3）领导人：

（4）结  果：

袁世凯死后，继任的北洋统治者拒绝恢复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

1917年秋——1918年5月

孙中山

南北军阀达成妥协，孙
中山被排挤出军政府，
之后被迫离开广州回到
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课堂总结

北洋政府的统治与军阀割据混战

北洋军阀

革命党人

“宋案”

二次革命

失败

1913 1915 19181914 1916 1917

袁世凯
复辟帝制

护国战争

成功

军阀割据混战

护法运动

失败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1.下列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是（   ）

①袁世凯称帝  ②护国战争  ③二次革命  ④宋教仁遇刺

A．④①③② B．④③①② C．①③④② D．①④③②

2.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根本原因是（   ）

A．宋教仁被刺           

B．袁世凯践踏民主共和制度

C．袁世凯派兵南下进攻国民党

D．袁世凯罢免江西、广东、安徽三省都督

课堂演练



3.1915年，《讨袁檄文》直斥：“既忘共和，即称民贼。”这是

声讨袁世凯（    ）

A．刺杀宋教仁             B．解散国会

C．签订“二十一条” D．复辟帝制

4.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的相同点有（   ）

①孙中山的号召和领导 ②都是革命武装斗争    ③矛头指向北洋

军阀 ④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

A．①②③④ B．①②④ C．①③ D．②④

课堂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