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单元 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     

启蒙运动     



第7课 启蒙运动     

☆学习目标 
1．概述启蒙运动的背景、实质、主要观点及影响。 

2．列表归纳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观点。     

3．比较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异同点。 

4．英法美启蒙思想是如何继承和发展的？ 



思想基础、科学启迪、阶级基础、社会矛盾  

新兴资产阶级反专制和教会的思想解放运动      

兴起：17C英国霍布斯、洛克 

高潮：18C法国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     

扩展：18C德意志康德 

理性主义  

方式：以生动的文笔猛烈抨击天主教会 

观点：构建民主和科学的美好时代 

性质、法国、美洲、中国    

背景： 

实质： 

 

历程 

 

核心： 

 

 

影响：     

特点     

启
蒙
运
动      

☆课文结构示意图       



一．理性时代的到来 

1．背景   2．实质   3．历程   4．核心   5．观点     

1．背景 

⑴思想基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人文
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 

⑵科学依据：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人们有了更多
的自信。 

⑶阶级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的资产
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压迫的愿望日
益强烈。（根本原因） 

→17C英国光荣革命期间，出现早期启蒙思想。 

⑷社会矛盾：18C在封建专制的法国，启蒙运动
进入高潮。 



一．理性时代的到来 

1．背景      2．实质      3．历程      4．核心      5．观点     

2．实质 

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束缚的思想解
放运动。 

3．历程 

⑴兴起：17C，英国霍布斯、洛克。 

⑵高潮：18C，法国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
(百科全书派)。 

⑶扩展：18C，德意志康德。 



4．核心：理性主义 

⑴衡量真理的标准是什么？ 

否定一切外在权威，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只有人自
己的理性。“思维着的悟性成为万物的尺度” 

⑵什么是理性？ 

独立思考，理性判断。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
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
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
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 

注意：“理性”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具体
的观点。“启蒙”就是成熟，从这个角度来看，东
西方“启蒙”的意思几乎相反。 



5．斗争方式及观点 

⑴方式：以生动的文笔，通过戏剧、小说、论著等形式，
公开宣战。 

⑵观点：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构建民主和
科学的美好时代，猛烈抨击天主教会，反对专制和愚昧，
提倡科学、自由和平等。  

注意：在当时，“自由”、“平等”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
义，反映了工场手工业时期，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早期
资产阶级要求自由经营工商业，保护自己私有财产的强烈
愿望。 

一．理性时代的到来 

1．背景      2．实质      3．历程      4．核心      5．观点     



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 

1．伏尔泰              2．孟德斯鸠              3．卢梭     

1．伏尔泰 

⑴猛烈抨击天主教会。 

⑵反对君主专制，倡导君主立宪制。 

⑶提倡天赋人权，人生来平等、自由。 

⑷法律以人性为出发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注意：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认为法律上平等，
而非实际生活中，即在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
免的。 



2．孟德斯鸠 

⑴三权分立学说：把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开，
分属议会、国王和法院；以立法为核心，彼此制衡。
（既互相独立、又互相监督） 

⑵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
但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的制约。 

⑶意义：否定了封建制度的合理性；为以法制对抗
专制指明了道路，奠定了资产阶级有关国家和法的
理论基础。 

注意：《论法的精神》，“精神”的含义为意图和
恰当性；“法”其实指的是宪政——政府的形式。

揭示了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政治自由，而自由就是
每个公民有权去做法律许可的事。 



3．卢梭 

⑴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一切人
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 

⑵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
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他同人民签订的契约；当他违反
民意，撕毁契约时，人民有权推翻他。 

→否定君权神授论，立法权属于人民，为大革命作思
想动员。 

⑶适度私有制：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是财产的私有制，
但并不主张废除私有制。 

→体现了小资产阶级观点。 



三．启蒙运动的扩展 

1．德意志康德 
⑴方法论：理性主义。独立思考，理性判断；人就是人，而
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工具。 

⑵政治观：主权在民，自由平等，以法治国。  

→对启蒙运动作了经典的总结。 

2．历史意义 
⑴性质：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冲击了封建专制统治
和宗教神学，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 

⑵法国：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思想动员。《人权
宣言》 

⑶美洲：鼓舞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拉美独立运动，也为美国政
治制度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独立宣言》《1787宪法》 

⑷中国：推动了中国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临时约法》 

注意：清教→英国革命→启蒙运动→美国革命→法国革命 



☆本课小结 
1．列表归纳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观点。     

时期 国家 代表人物 思想观点 代表作品 

兴起 英国 
霍布斯 人们按社会契约建立国家 《利维坦》 

洛克 赞成君主立宪；分权学说 《政府论》 

高潮 法国 

伏尔泰 
抨击天主教会；反对君主
专制；天赋人权；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 

《哲学通信》 

孟德斯鸠 
发展了洛克的分权学说，
提出三权分立学说 

《论法的精
神》 

卢梭 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 社会契约论 

扩展 
德意
志 

康德 
人不是他人工具，而是自
身目的；要自由也要自律 

《纯粹理性
批判》 



2．列表归纳三大启蒙思想家的政体观。     

人物 观点  相似点 

伏尔泰 
由开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
立宪 反对君主专制，

否定教权主义，
提倡民主、平等
自由 

孟德斯鸠 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 

卢梭 
倡导社会契约、人民主权、
建立民主共和国 

注意：伏尔泰、孟德斯鸠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卢梭代表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最激进的启蒙思想
家。  



3．英法美启蒙思想是如何继承和发展的？ 

⑴比较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 

⑵比较霍布斯、洛克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⑶比较英、法、美的天赋人权含义 



3．英、法、美启蒙思想是如何继承和发展的？ 

⑴比较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 

①洛克：认为国家权力有三种：立法权、行政权
和处理外交事务权。立法权属于议会，行政权和
外交权属于君主。第一次系统提出“天赋人权”
学说、首创资产阶级分权制衡学说。 

②孟德斯鸠：把行政权和外交权合并为行政权，
增加了司法权，主张人民集体享有立法权，司法
权独立，君主享有行政权，三权互相监督制约。 



⑵比较霍布斯、洛克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①霍布斯：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君主专制，国王应该
有绝对的权力，臣民只能绝对服从，不能反抗。君主
的权力一旦被认可就永远不可以转让，这就是说，臣
民一旦通过契约把权力交给了君主，就再也不能收回。 

②洛克：在议会集体意志约束下的君主政体是社会契
约的完美体现，主张君主立宪制；人民有反抗暴政的
权力。 

③卢梭：国家主权在民，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属于
人民，应当建立民主共和制。 



⑶比较英、法、美的天赋人权含义 

①洛克：第一次系统提出“天赋人权”学说，生命、
自由、财产等自然权利； 

②卢梭：自由、平等、博爱； 

③《独立宣言》：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④《人权宣言》：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注意：分权学说是洛克最早提出的，孟德斯鸠在此
基础上提出三权分立学说；社会契约论是霍布斯最
早提出的，卢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人民
主权说。洛克第一次系统提出“天赋人权”学说、
首创资产阶级分权制衡学说。 



4．比较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异同点。 

⑴相同：①内容：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涉及思想、
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②性质：反封建的资产
阶级思想解放运动。 

⑵不同：①背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工场手工业进
一步发展。②指导思想：矛头指向天主教会，提倡人
文主义；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理性主义。 

③影响：把人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进取，推
动了自然科学和宗教改革；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
论基础，为未来民主制度描绘了理想蓝图。 

⑶联系：文艺复兴推动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又是文
艺复兴的继承和发展，全面、系统、广泛、深远。 

→产生差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 



5．谈谈西方不同时期人文精神的含义，归纳西方
人文主义的传承和发展历程。 

地位 历史事件 斗争对象 思想内容 

起源 智者运动 宗教神话 强调人的价值和作用 

复兴 文艺复兴 宗教神学 提倡人性，个性解放 

发展 宗教改革 罗马教皇 
因信称义，强调人信
仰的自主权；肯定了
人的努力和现世成功 

高潮 启蒙运动 
封建制度
天主教会 

倡导理性，重视人的
思考和判断；提倡民
主、自由与平等 

注意：宗教神话和宗教神学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