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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概念

①以“人”的视角看待世界、思考问题；

②重视、肯定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

③突出人的决定作用，独立性、批判性、理性、

情感；

人文主义—以“人”为核心



趁热打铁

（2018年·全国Ⅰ卷）古代雅典的梭伦在诗中写道：“作恶
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贫穷；但是，我们不愿意把我们
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
每天在更换主人。”据此可知，梭伦（ ）
A.反对奴隶制度 B.主张权利平等
C.抨击贫富差别 D.具有人文精神

解析：题干信息—梭伦重视道德，强调人应该拥有道德，而不是追
求物质财富。这体现了梭伦的价值追求，故指向D
思考：如果一个人喜欢追求财富，那么，这个人是否具有人文精神
呢？



趁热打铁

古希腊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讲述的是，普罗米修斯为
人类盗取火种而遭到主神宙斯严厉惩罚的故事，剧中借普罗
米修斯之口说：“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该剧深
受雅典人的喜爱。这反映出当时雅典人
A.宗教意识淡薄 B.反对神灵崇拜
C.注重物质生活 D.强调人的价值



第一章

西方古典时期人文主义



蒙昧中的觉醒

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神的绝对崇拜，

所以“神”是万物的中心和尺度

泰勒斯

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
希腊七贤之一，被誉为西方“哲学之父。”

世界万物的本源是：水。通过观察他
发现，“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
形式。”

标志着古代西方人文精神的觉醒



普罗塔戈拉
(约前481-前411)

“正义、善德、真理等价值标准跟人的需要和兴
趣有关，是由人制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觉，因
此一切都是相对的，好坏优劣取决于个人的尺度，世
间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和永恒的真理。”

“神是不可知的，人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明语言，
造出房屋、衣服、鞋子和床，并且从土里取得养生之
资的。”

——普罗泰格拉

观点： 否认神的绝对权威 人是万物的尺度

评价： 积极：①肯定人的价值，是西方人
文精神起源的重要标志；
②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
③西方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

消极：
①具有主观随意性；
②易造成极端个人主义；
③导致社会道德秩序混乱；



苏格拉底
(约前469-前399年)

（1）道德哲学的观点：“美德即知识”

①重视道德；（与智者学派的区别）

②美德是知识的本质，知识涵养美德；

人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美德的本质才被引入歧途的。”③重视教育的作用；

“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热爱你们。我要教诲和劝
勉我遇到的每一个人……要认识你自己。有思想力的人是
万物的尺度。 ……你们不能只追求荣誉和享乐，要知道
，美德即知识。你们不能只注意金钱和地位，而不注意智
慧和真理。你们不要老想着人身和财产，而首先要改善你
们的心灵。金钱不能买到美德，美德却能产生一切美好的
东西。这就是我的教义。”

——苏格拉底的演讲



（2）哲学方面：发现“自我”

一天，苏格拉底拿出一个假苹果对他的学生说：“这
是我刚从果园摘下来的苹果，你们闻闻它是什么味道？”
闻过的学生都说：“是苹果的香味。”柏拉图最后闻，然
后说，“我什么味道也没闻到”。苏格拉底笑着说，“学
生们，你们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过于信任我，没有
选择相信真理。而且这么多人都跟着错，说明你们人云亦
云，这是你们没有主见、放弃自我的表现。”

理性精神；思想自由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诗经·文王》

1.天命观。
①天命转移，周取代商；
②强调德治，相对理性地看待天命。

“皇天无亲 ,唯德是辅。”——《尚书· 蔡仲之命》

“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

2.敬天保民。
①人文主义精神；（统治者角度）
②民本思想；（爱惜百姓、体察民情）



第二章

西方近代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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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
——近代人文主义兴起



1500年14世纪
1300年

17世纪
初期

1600年
文艺复兴

地理大发现

1760年

早期殖民扩张

宗教改革

1517年

1368年

1644年

时间轴

启蒙运动

工业革命



阅读
经典“现代的自然研究，和整个近代史一样，是

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

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宗

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

称之为五百年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总体认知：不管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还是五百年代，都是建
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文化运动，都带有资产阶级性质。



趁热打铁

（2017年·全国卷）13世纪后半期，佛罗伦萨市政府决

定扩建一座小而简陋的教堂，并专门发布公告称，教堂

要与“佛罗伦萨的众多市民的意志结合而成的高贵的心

灵相一致”。这反映出，当时佛罗伦萨（ ）

B.人文主义广泛传播

C.教会权威进一步提升 D.新教理论初步形成

A.工商业阶层成长壮大



文艺复兴的实质

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

我们在深入、具体的思考，它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
什么呢？

人文主义精神

为什么要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名？

①天主教会势力强大．
②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力量
弱小，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文艺复兴——近代人文主义的兴起



拓

展
关于人的价值如何体现？以阿尔伯蒂为代表的

“公民人文主义”，主张通过积极参与现世生活，创
造丰功伟业来体现；费奇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
主张通过沉思默想，提升自我来体现。

关于“追求财富是否有罪”？14世纪“人文主义
之父”彼特拉克的观点与教会一致，认为追求财富是
有罪的；15世纪第三代人文主义的领袖布鲁尼认为追
求财富是无罪的。

文艺复兴时代是天主教的理想与生活的现实发生
激烈冲突的时代，新的观念开始形成的同时，旧的生
活准则仍继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于是人文主义者本
身也会时常陷入混乱、矛盾的困境。但随着资本主义
经济的发展以人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想不断发展，冲
击教会的禁欲主义，树立人的尊严，推动社会的进步。



拓

展
思考的出发点是从每个人自己，所以一定不

可能形成统一的共识，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完整
的思想体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探讨的过程。
这种思维倾向和准则对于中世纪的宗教哲学权
威是一种全新的挑战，意义重大，虽然由于时
代的原因这些人文主义者自己也时常陷入到一
种矛盾的状态，但这也恰恰体现了过渡时期的
矛盾性和复杂性，历史的发展永远是一个延续
的过程，不可能有横空出世的事物。

——【英】阿伦·布洛克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文艺复兴的成就——文学艺术领域

时间 领域、国别 代表人物 代表成就
14世纪 文学领域文艺复兴

前三杰（意大利）
但丁 《神曲》

彼特拉克“人文主义之父” 《十四行诗》
薄伽丘 《十日谈》

15世纪 艺术领域文艺复
兴后三杰（意大利

）

达·芬奇 《最后的晚餐》《
蒙娜丽莎》

米开朗琪罗 《大卫》、《摩西
》

拉斐尔 《西斯廷圣母》“
画圣”

16世纪 文学英国 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

文艺复兴——近代人文主义的兴起



文艺复兴的成就——文学艺术领域

◆初期薄伽丘与晚期莎士比亚的比较？
(《十日谈》 与 《哈姆雷特》)

共同：

差异：

反映了什么？

宣扬人性、歌颂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

前者注重人性中的本能；
后者更崇尚人的理性；

文艺复兴从质朴走向高雅精致发展历程

文艺复兴——近代人文主义的兴起



趁热打铁

（2018年·海南）意大利艺术史家瓦萨里在1550年出版的
人物传记中，记述了13-16世纪意大利许多杰出的建筑师、
画家和雕刻家。欧洲北部城市的一位读者在写给瓦萨里的
信中说：虽然我未到过意大利，但感谢上帝，我已经能阅
读您的大作了。这表明（ ）
A.浪漫主义艺术在欧洲各地盛行
B.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觉醒
C.人文主义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
D.理性原则获得了普遍认同



宗教改革
——近代人文主义发展



拓

展

14、15世纪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欧的英、法、西班牙等国在
城市经济发展、市民阶级成长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每一
个民族国家都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为其特色，并
且出现以专制君主为核心加强中央集权趋势。德意志虽然尚未统一为一个
民族国家,尽管他分裂成许多诸侯国，但是一些大诸侯国也都建立了君主
专制。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的天主教会就成为中央集权发
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把教会置于王权的控制下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这时的罗马教皇的权力在经历了“阿维农的囚禁”（在1307-1378年
期间，教皇均为法国人，受法王控制，教廷被迫迁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城）
和“天主教会大分裂”（1378-1471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就在教皇
权衰落的同时，西欧各国开始摆脱教廷的控制，以实现教会的民族化。

①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
②各国民族意识的加强；
③各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

①教皇权力开始衰落；
②教会的民族化趋势；



宗教改革——近代人文主义的发展

内容： 主张君主权力高于教皇，确定
“教随国定”的原则；

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后，一部分诸侯国已成
为路德派新教国家。另一些诸侯国仍坚持旧教。
1546年终于爆发了路德派诸侯国与以皇帝为首
的天主教诸侯国之间的战争。1555年，双方缔
结了奥格斯堡合约，合约规定：诸侯有权决定
其臣民的信仰，即所谓“教随国定”的原则。
实质上，路德派新教得到了正式承认。

宗教改革——德国



拓展

思考
在我看来，假如那些罗马人如此疯狂，剩下来的
唯一办法似乎是由皇帝，诸王，和诸亲王，都武
装起来，去进攻这些危害全世界的害物，并与他
们战斗，不是用言语，而是用钢铁。

——马丁·路德（1520年）

马丁·路德选择谁作为宗教改革的主要力量？为什么？

世俗王权
原因：①资产阶级力量弱小；

②资产阶级和王权都渴望加强王权,实现统一。

马丁·路德反对农民起义，
主张镇压农民“暴动”



宗教改革——近代人文主义的发展

宗教改革的遗产
就宗教改革的直接遗产而言，它把中世纪统一的教会拆散成大量当地

的地方性教会——有些是国家级的，有些是王侯级的，有些是省级的，
有些则局限在一个城市。所有这些地方教会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由世俗
统治者控制。不管教会是仍坚持天主教会教义，还是拥护新教信仰的一
个派别，都是世俗当局控制着神职人员的任命和教会的财务。宗教改革
直接的和决定性的遗产是权力由教会向政府的转移。

——《全球通史·下册》

①教会的民族化，
促进了民族国家
的发展，民族意
识的形成；

②宗教改革从更广泛的社
会层面和更内在的心灵角
度，传播和发展了文艺复
兴以来复苏的人文主义；

③将西欧人从长期的
基督教神权统治中解
放出来，为启蒙运动
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民族意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感悟；
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利益的感悟。前者可以等于民族认同,后者则包
括极广泛的内容。……总之,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利益的感悟,既包含着
基本的物质生存权益,又包括着精神方面价值、尊严的追求。族属的认同
和对自身利益的感悟都是民族意识不可或缺的构成。一个民族群体，彼
此之间很容易从语言、外貌、信仰、习俗等方面辨认出他们是“一类
人”，产生认同。

——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



趁热打铁

（2019·新课标全国Ⅲ卷高考·32）16世纪，英国自上而下地进行
宗教改革，国王成为英国国教教会唯一的首脑。17世纪六七十年代
，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宣布实行宗教自由，强调英国国教教会的至尊
地位。此举旨在(  )
A.促进信仰自由 B.巩固君主立宪
C.强化专制统治 D.落实《权利法案》

解析：这道题的大背景就是宗教改革，对应的就是“主张君主权力高于教皇，
确定‘教随国定’的原则”，那么，这一内容的改革自然是强化君主专制的，
这是政治制度上的考量。而从民族的角度讲，推动了英国民族意识的觉醒。A
选项，查理二世宣布实行宗教改革，与资产阶级新贵族妥协以登上王位，因
此宣布宗教自由只是手段而已，并非目的，故A错误。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
命，1689年，议会提出《权利法案》，确立议会主权，限制国王权力，建立
起君主立宪制。因此，B和D可以排除。



拓
展

评价：①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力量对比的产物；资产阶级虽有发展，但力
量不足以战胜封建势力，双方的妥协助长君主权力的增强；
②资产阶级与君主利益具有一致性；中世纪的封建割据不利于工商业的发
展，也不利于君主加强中央集权，所有资产阶级支持君主战胜割据势力，
实现国家统一，社会稳。同时，封建君主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会推行利于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如重商主义、殖民扩张等；
③资产阶级与封建君主本质上是矛盾的，当资产阶级力量壮大时，必然会
同专制王权决裂，两者的斗争是历史的必然。

综上所述：16世纪以来，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具有合理性，同时也具有矛盾性与落后性，要辩证的看待这一历史现象。

解析：资本主义发展与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本质上是矛盾的，但在特定
的历史时期却出现了这种状况。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
建立具有合理性，同时，又具有落后性。评价：合理在什么地方，落
后在什么地方。



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已经转变为法国大资产阶级
进行民族掠夺的战争,从而激起了被占领国家和地区民族的反抗。德意志
资产阶级也深深的感到其利益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德意志爱国主义者认
识到了加强民族意识、唤醒民众民族自觉的必要性。这些原来歌颂法国
革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一些人士们转而开始大力宣传民族精神和民
族意识,致力于民族解放斗争,民族复兴运动开始广泛的兴起…

——罗群芳《拿破仑战争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兴起》

1935年田汉作词、聂尔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问世后,“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的悲愤歌声,便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文化界
名人曹聚仁曾经这样描述:“从敌人进攻沈阳的那天起,中国民众心里,就燃起
了一种不可遏的抵抗暴力的情绪;这情绪也就寄托在这样一首流行歌曲上。一
个英国人在北戴河初闻此歌,为之感动流泪;一个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头听
了不觉心神震动;这歌曲曾流传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有着中
国人的踪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
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愤歌声,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
的认同感和爱国热情!         ——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民族意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感悟；
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利益的感悟。前者可以等于民族认同,后者则包
括极广泛的内容。……总之,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利益的感悟,既包含着
基本的物质生存权益,又包括着精神方面价值、尊严的追求。族属的认同
和对自身利益的感悟都是民族意识不可或缺的构成。一个民族群体，彼
此之间很容易从语言、外貌、信仰、习俗等方面辨认出他们是“一类
人”，产生认同。

——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