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概况 

起源 

压抑 中世纪 基督教的统治 

复兴 

发展 

成熟 

BC5世纪 古希腊先哲的思想 

14-16世纪 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17-18世纪 启蒙运动 

第3讲  人文精神 （humanism）的起源 



人文精神 （humanism） 

“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

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 

（1）狭义：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为：以人

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张扬人的理性；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

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 

（2）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 

①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 

②理性，对真理的追求； 

③超越性，对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追求。 

概念解析 



西方人文主义的起源（公元前5世纪中叶） 

思想家 普罗泰哥拉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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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经济:工商业经济繁荣; 
文化:人的地位提高，文化传统影响（思想自由渴求知识） 

人和人类社会  人性 人类社会   自然与人类生活 

人是万物的尺度; 
反对迷信强调自由 
每个人有自己的道德标准 

“有思想力的人是万
物的尺度” 
美德即知识 
重视教育 

贤人治国 
理性思考 

理念是本原
（唯心） 

真理高于一切 
“人”是自然
界最高级的 

积极:否定神的意志
肯定人的价值,是人
文主义的最初体现。 

消极:强调人忽视道
德,易导致极端个人
主义 

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
研究“人”的学问。 为理性主

义的发展
奠定基础。 

使哲学真正成为
一门独立的学科；
最大贡献是逻辑
学，并为现代许
多科学门类奠定
基础。 

哲学= “人”  



             人文主义思想出现的背景 

     12、13世纪，佛罗伦萨出现供不同行业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的
文艺沙龙及节日庆典。这些活动倡导开放宽容的文化氛围，并以大众化、
通俗化的具体形式，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直观地、大众化地加以呈现
和表达。这反映出，当时佛罗伦萨(  ) 

   A．人文精神逐渐流行                 B．市民阶层发展壮大 
   C．古典文化走向复兴                 D．教会势力趋于衰落 
 

B 
（2017年新课标卷）在公元前9至前8世纪广为流传的希腊神话中，诸神的
形象和性情与人相似，不仅具有人的七情六欲，而且还争权夺利，没有
一个是全知全能和完美无缺的。这反映了在古代雅典(  ) 

   A．宗教信仰意识淡薄       B.人文思想根植于传统文化 
   C.理性占据主导地位        D.神话的影响随民主进程而削弱   B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
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普罗泰戈拉（《泰阿泰德》151E） 

   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
像什么东西。——普罗泰戈拉（《残篇》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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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泰戈拉（《残篇》） 

贬低神的作用 
强调人的价值 
提高人的地位 

探索对象：物质世界→人类社会+政治问题 

研究内容：个体人+社会人+人创造的文化 

追求目标：实践主义+生活实际→人是思辨中心 

普罗塔哥拉 
约前481—前411年 

 理性思考  精神觉醒 

    智者的出现是雅典民主制的产物。城邦
民主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
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
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智慧和统治他人的方
式。于是，修辞学和论辩术便应运而生，并
且得到了迅速地发展。 

——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8页 

探究一：智者学派 



   公元前5世纪中叶，由于社会需要，古希腊出现了“教授智慧”的智者。但是到了后
期，某些智者为达目的，通过不顾事实地玩弄概念，把哲学蜕化为概念游戏、颠倒是非
的方术，因而有些人又把智者称为诡辩者。材料反映出在古希腊（  ） 
    A．思想学术走向没落        B．诡辩亦为社会需要 
    C．智、诡界限逐渐消失       D．个人主义有泛滥迹象 

概念解读：诡辩学派(Sophist school) 亦称智人学派.数学史专门术语.指古希腊公元
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存在的学派，活动于雅典一带.学派成员经常出入群众集会场所，
发表应时演说，并以教授修辞学、雄辩术、文法、逻辑、数学、天文等知识为职业。 

智者学派思想家普罗狄柯认为，神不过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想象出来的，人们因为
看到太阳、月亮、河流对自己有好处，就把这些东西命名为神。 智者学派另一思想家
克里底亚认为，神对人的命运是不关心的。 这些认识(  ) 
A.有利于树立起人的尊严和权威   B.成为古希腊人文精神的起源 
C.打破了对希腊神学的图腾崇拜   D.导致个人主义在古希腊泛滥 

 易错角度1智者学派树立了人的尊严和权威，但容易导致极端个人主义 

【易错点拨】 智者学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否定神的意志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强
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初体现。然而，过于相信“人的
感觉"， 否定制度、 法律和道德对人行为的约束力，给极端个人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
不利于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公德。 



    

 

                     

 

       

       

              

 

美德即知识 

 认识你自己  知识来自教育  

  

有思想力的人是 
万物的尺度 

苏格拉底倡导“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
的尺度”与普罗泰格拉提出的“人是
万物的尺度”的主要不同点是(   ) 
A．强化神的作用  
B．强调道德的重要性 
C．强调法律至上  
D．抹杀人性 

从“美德即知识”的观点出发，苏格拉底提出
了“德行可教”的主张，这种主张否定了当时
盛行于希腊的道德天赋的观念。这反映了（  ） 
A．重视思想自由和人格尊严                      
B．人类自我关怀的人文精神 
C．雅典的民主缺乏道德基础                    
D．罗马法尚处于习惯法阶段 

人是万物的尺度吗?  你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才符合有思想力的人的标准? 

怎样才能获得知识？ 

 苏格拉底                         
（前469—前399） 

“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哲学家西塞罗 



《国忆录》中写到，“苏格拉底说，既然正义和其他美好的事情都是美德，很显然正义
和其他一切美德都是智慧”，苏格拉底的这一观点(  ) 
    A．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B．强调以德治国 
    C．源于对社会现实的反思     D．主张思想自由 

解读：强调美德的重要性,与当时雅典道德沦丧、城邦制度走向衰落有关。 

    所有智慧和理解力的根源包含在这句话中：“人，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
这体现了古希腊人的（  ） 

 A．宗教意识        B．民主意识       C．理性意识       D．自主意识 
 

苏格拉底通过与学生循循善诱的对话，使学生明白了在特定情况下，欺骗手段也可
能是善行。材料表明苏格拉底认识到( ) 
A．善恶之间可以相互的转化                    B．社会环境影响人们认知 
C．教育能助推人们明白道理                    D．社会进步推动人们向善 

解读：“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做人的道理，是苏格拉底对人的价值的思考，体现了
对理性的尊崇、对思想自由的追求和道德的重视，丰富了人文主义的内涵。 

获得知识和美德的主要方式是教育 



易错角度2     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民主，而是反对直接民主 

苏格拉底说，如果我们要出海，那么我们肯定会找经验丰富的船长和水手:如果我们要

看病，那么我们也必然会找医术高明的医生。 这间接反映出苏格拉底 

A.反对雅典实行民主政治         B.认识到直接民主的局限 

C.主张哲学家治理国家           D.主张“认识你自己” 

【易错点拨】苏格拉底认识到了雅典直接民主制的局限性——人们的决定

不一定都合乎理性，他们很可能盲目行事。人的决策往往建立在感觉和情

绪之上，人数多不一定能产生理性、正义和民主。因此，苏格拉底反对

“无限民主”和“直接民主”，倡导“精英民主”。 



智者学派 苏格拉底 

同 

异  
 

苏格拉底和智者学派的异同 

强调人的价值，注重人、人性，体现人文主义精神 

忽视道德，追求功利 重视道德，强调人的理性 

     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社会的情况日渐复杂。智者学派以“人是万物的尺度”
为依据，认为世上没有绝对真理可言；而那些保守派(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对智者
学派的相对主义很顾忌，担心它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两派争论(  ) 

  A．导致民主的衰败       B．引起社会的分裂 
C．促进阶级的分化       D．利于思想的进步 D 

苏格拉底与智者学派同时代但不属于智者学派 



罪名：不敬神和败坏青年 
苏
格
拉
底
之
死 

1.针砭时弊，批判雅典的政治领袖。 
2.否定传统的神，而宣扬自己的思想。 

苏格拉底之死的真正原因？  

苏格拉底表面上是死于雅典的陪审法庭，实质上是死于民主的大多数。
民主如果掌握在无知的人手中，就会让民主作出愚蠢的决定。 

  下图为法国画家路易·大卫1787年创作的油画《苏格拉底之死》局部，这一油画的
创作是基于这样的史实：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有罪后，他的学生为他打通所有
关节，可以让他从狱中逃走。并且劝说他，判他有罪是不正义的。然而苏格拉底却
选择了慷慨赴死。《苏格拉底之死》的法理意义和人文价值是(  )  
 

A．法律只有被遵守才有权威性、捍卫人的思想自由和人格尊严 
B．屈从错判行为就是纵容罪恶、人是万物的尺度 
C．凡是人的理智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该去做、美德即知识 
D．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人生而自由 

A 

“不论是真理的持有者，还是美德的富有者，
最后都必须是法律的服从者。”——苏格拉底 



启示： 
 
1.不愿苟且偷生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用生命捍卫思想自由 
2.宁愿牺牲生命而维护法律尊严，法律至上 
 

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他的死跟耶稣的死一样具有重大意义 

舍生取义，杀生成仁 

3.用生命捍卫人格尊严的人文主义精神 
4.用生命唤醒雅典人对雅典城邦民主制度没落的警醒 

重、难点探究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根据智慧、品德进行社会分
工，建立理想国（《理想国》） 

•鼓励独立理性思考 

•理念是万物的本原 

•关注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强调人类是最高
级的 

•创立严密的逻辑论证体系 

•感觉是认识的起源，将感觉与理性结合起
来 

西方第一个将唯心主义
哲学体系化的人，为理
性主义发展奠基 

使哲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
科，把希腊哲学爱智慧与好学
深思的理性精神发展到顶峰 



   柏拉图右手手指向上，表示

一切均源于神灵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伸出右手，手掌

向下，好象在说明：现实世界才

是他的研究课题。 

  这两个对立的手势，表达了他

们思想上的原则分歧。  

   “我爱我师，但

我更爱真理” 

雅典学院 



（2010·浙江文综·12）论文的关键词对内容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有一篇评价某
历史人物的论文，关键词有“哲学家”“中庸之道”“逻辑学”等，该人物最有可
能是(  ) 

   A．孔子      B．墨子        C．普罗塔戈拉  D．亚里士多德 D 
以下对雅典学园的描述，最能体现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是(  ) 
A. 努力探索自然的奥妙 B. 系统学习哲学 
C. 自由探讨和追求真理 D. 自由选择科目 C 

   古希腊先哲柏拉图认为艺术的源泉来自神赐的灵感，主张抛弃艺术以培育理性；亚里
士多德则认为艺术源自心之理性，借助艺术可以培养人的理性。二者的共同点是 

   A．促进了古代雅典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B．指出教育能够使人认识自己的美德 
   C．提倡理性，认为艺术影响人的理性    D．通过复兴文化，开始冲破教会束缚 C 
“古希腊七贤”是指古希腊人所说的七个最有智慧的人，生活在苏格拉底之前的那个
时代，由于当时的哲学很少用文字记录，所以那个年代人们大都是讨论或口头上传
播关于人的哲学思想，然后应用于各自的行为。由此可见，古希腊 

  A．以学术缓和社会矛盾                   B．奴隶主的利益扩大 
  C．哲学高于独裁者意志                   D．人文主义源远流长 

D 



易错角度3   人文主义思想并非古代希腊的主流思想 

  哲学家普罗泰格拉在其著作《论神》中表明，他不能断定神是否存在，因为认识神障

碍众多，第一是对象不明，第二是人生短暂。结果其著作被焚毁，普罗泰格拉被控“不

敬神”而被逐出雅典。由此可见在古代雅典 

A.人文主义缺乏广泛群众基础   B.公民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 

C.神意对政治决策有重要影响   D.统治阶级利用神权巩固统治 

【易错点拨】古代希腊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源地，然而人文精神并不

符合古代希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未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因此人文

主义思想不是古代希腊的主流思想，只是古代希腊众多思想中的一种。以

神为本，强调神权至上，研究自然，探求自然规律，才是当时希腊人关注

和研究的重点。 



 

 

儒家思想 古希腊人文精神 

对人的属性的关注点 

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
着眼点 

研究自然科学的态度 

强调“社会”中的人，
及每个人在社会人 
伦关系中的地位 

特别强调人的“个体”，
强调人的主观感受 

强调社会等级秩序，重
视伦理纲常，有利于维
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 

强调人的独立平等意识，
为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
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研究主题：社会和人文
问题。忽视对自然科学
的探究 

充满理性与激情，关注
自然界与人类生活 

比较儒家思想和古希腊人文精神 



材料一 西方的人文主义源于古希腊，主张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
西方人文精神关注更多的是作为个体的人。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是“为学”的，
“为学”就是指一个人要通过对知识无尽的探索，力求使自己成为独立的、具有自由
意志的人。而中国的人文精神，习惯于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去体认一切，将人视为群体
的一分子，而非个体。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是“为道”的，人是有伦理道
德自觉的互动个体。          ——摘自吴惠红《中西人文精神异同探析》 

结合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主张简要说明东西方人文主义的差异。 

孔子主张“仁”与“礼”，强调
协调人际关系，遵守社会规范与
秩序。从君主统治角度出发，压
制人的个性发展。 

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知
识即美德”等主张，体现了对个体
的关注，有利于个性的发展和民主
政治的发展 

东方关注人的社会性（群体） 西方关注人的自然性（个体） 

探究三：东西方人文主义的差异 



视角1：古代中西方思想的接近之处 

（2016·浙江文综·12）古代中西思想既有差异，也有相当接近的地方。如“注重
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人的道德自觉”和“有益于人类、培养善人”的思想即属于后
者。下列学派中接近上述思想的是(  ) 
①儒家学派       ②墨家学派 ③斯多亚学派      ④智者学派 
   A．①③          B．②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解读：墨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俭”的思想，在题干中无体现，
故①符合题意；儒家思想主张“道德自觉”，另外“善人”是先秦儒家思想中比较重
要的一个概念，即一种兼具道德与地位的人物，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善良之人，故②
不符合题意；斯多亚学派主张所有的人都同样具有理性、“顺应自然的生活就是至
善”、人生而平等，“有益于人类、培养善人”，故③符合题意；智者学派主张“人
是万物的尺度”，而忽视了道德，，故④不符合题意；所以本题答案选A项，排除含有
②或④的BCD项。 



（2015·浙江文综·12）宇宙人生是永恒的话题。中外思想家有的认为“宇宙便
是吾心”，有的提出“万物始于水”，有的主张“心外无物”。明确提出上述观
点的人物有(  ) 
     ①陆九渊         ②塞内卡 ③王守仁            ④泰勒斯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读：陆九渊是心学开创者，提出“宇宙便是吾心”，故①正确；塞内卡是古罗马最
重要的悲剧作家，他主张人们用内心的宁静来克服生活中的痛苦，没有明确提出题干
中观点，故②正确；王守仁是心学集大成者，主张“心外无物”，故③正确；泰勒斯
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主张“万物始于水”，故④正确，选择C 

（2012·浙江文综·12）东西方先哲的思想，有的倾向哲理思辨，有的倾向实际功利。
其中贯穿着讲求实际功利精神的是(  ) 
①墨家学派的诉求 ②王阳明心学的主旨  ③智者学派的主张 ④百科全书派的共同追求 
A．①③            B．②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解读：结合所学可知墨子针对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局面提出 “兼爱”“非攻”“尚贤”，
表达了小手工业者反对战争、提高社会地位的诉求。智者学派主张以人和人类社会为探
索的主题，研究人类，反思人类自己。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宣扬理性和科学；
王阳明心学的主旨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体现了哲理思辨的倾向。 



（2015·新课标全国Ⅱ卷文综·40）（25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孟子》中记载了孟子与其学生关于法律问题的讨论。学生问：“舜做了
天子后，假如其父杀人，舜的法官该怎么办呢？”孟子回答：“抓起来就行了。”学生
又问：“难道舜不阻止法官吗？”孟子说：“舜怎么能阻止呢？法官是按职责办事。”
学生问：“那舜又该怎么办呢？”孟子说：“舜应当放弃天子之位，毫不顾惜。然后偷
偷地背上父亲逃到海边住下，一辈子都很快乐，把曾经做过天子的事情忘掉。”《孟子》 
  
   材料二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法庭以亵渎神明和蛊惑青年的罪名判处
死刑。他与他的弟子们都认为判决不公。当弟子们安排苏格拉底逃走时，他却认为，虽
然逃走是一种正义，但审判过程符合雅典法律程序，遵守合法的判决也是正义的要求，
而且是更大的正义，因为如果他不服从判决，就等于践踏法律，倘若人人都以自己认为
的正义为借口而任意践踏法律，社会秩序将混乱不堪，城邦将无法存在。最终他选择在
弟子面前饮下毒药，从容赴死。  ——摘编自（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孟子和苏格拉底的法制观念。（10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法制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
值。（15分） 

（1）孟子：治国需要法制；权力不能干预执法；当法律与人伦冲突时，维护人伦。（5分） 
苏格拉底：守法是正义行为；法制关乎城邦存亡；法律至上，严格守法。（5分） 

（2）背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图强，法律的权威地位逐渐确立；宗法观念的影响；儒
家伦理思想的影响。（6分）古希腊工商业相对繁荣；城邦民主政治高度发达；各种社会
思潮活跃；法律作用突出。（6分）价值：他们的法制观念分别对中国和西方法制发展产
生深远影响；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3分） 



视角2：孔子与苏格拉底 

孔子和苏格拉底是公元前5世纪的东西方思想巨人，两者思想的不同之处是 
A.重视道德的意义  B.肯定人的价值 
C.强调知识的作用 D.推崇君主权威 

东方圣人孔子和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苏格拉底
生于公元前469年，正是孔子死后十年，因此有人将他说成是孔子在西方
的再生。两人思想的最大相同之处是  (  ) 
A．反对君主制              B．主张民主 
C．强调知识和道德的作用    D．维护君主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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