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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讲 
 

百家争鸣 



壹 百家争鸣的概况 



含义： 

    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
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
争芳斗艳的局面。 

 

特点： 

互相诘难、批驳又彼此吸收、
融合 

 

宗旨： 

传播文化、发展学术 
 

‚百家争鸣‛ 的出现——儒家思想的形成（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克己复礼‛，老子提出
‚无为而治‛，墨子宣扬‚兼爱非攻‛，韩非子主张‚以
法治国‛，这些主张的着眼点都在于（   ）  
A．宇宙时空 B．君主权力 C．社会秩序 D．个人价值 

（2015年海南历史1）先秦诸子百家既相互辩难，也相互
影响。儒家与法家主张的共通之处是（   ） 
  A．重农抑商      B．强调制度与秩序   
  C．厚古薄今      D．重视道德与人伦 

【知识解读】社会转型中旧的政治制度瓦解，新的处于
形成中，造就经济基础和阶层多元、政治氛围宽松的局
面，因而出现百家争鸣。而百家争鸣是针对当今社会上
和学术上的各种问题展开争论，发表不同的见解，其本
质是寻求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途径。 

【答案】C 

【答案】B 

〖百家争鸣的特点和本质〗 



含义： 

    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
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
争芳斗艳的局面。 

 

特点： 

互相诘难、批驳又彼此吸收、
融合 

 

宗旨： 

传播文化、发展学术 
 

‚百家争鸣‛ 的出现——儒家思想的形成（春秋战国） 

  战国后期，儒家、道家、法家都希望以自己的思想统一
天下学术，秦相国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撰写的《吕氏春秋》
另辟蹊径，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整合。这反映了  
A. 吕不韦企图统一各学派  B. 政治局势影响学术发展  
C.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形成  D.‚百家争鸣‛局面结束 

  春秋战国时期，有思想家认为天地固然是化育万物之
本，但如果万物不经君主圣人整治梳理，只能以散漫的
形式存在，只有经过君主圣人之功，万物，特别是人类，
才能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由此可见，这一认识（  ）  
A．是诸子学说趋向统一的体现  
B．为专制制度提供了有力支持  
C．表明儒家思想得到普遍认同  
D．意味着百家争鸣的基本结束 【知识解读】学术能够为政治服务的。古今中外，没有
哪一个政权不关注、影响、控制学术的发展，因为学术
是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 

【答案】B 

【答案】B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 

（1）根本原因：春秋战国
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形成了宽
松的社会环境 

（2）具体原因 

①经济上:井田制崩溃，封
建经济迅速发展。 

②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
侯纷争，分封制瓦解。 

③阶级关系上:士的活跃和
受重用。 
 

④思想文化上:教育和学术
逐渐下移，从‚学在官府‛
发展为‚学在民间‛ 

 
1.春秋时期成书的《国语》主要记载各国公卿之‚语‛，而
战国时期的《战国策》则主要记载游士之‚策‛。这种变化
表明编者（  ）   
A.注重史书编写体例的创新  B.推崇法家富国强兵之术 
C.对社会权势变动有所意识  D.全面记录各国历史风貌 
2.《史记》记载，战国时期齐国贵族孟尝君田文亲与舍人共
饮食，‚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魏国贵族信陵君魏无
忌‚为人仁而下土，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致食客三千
人‛，据此可知，这一时期  
A.贵族势力影响诸侯争霸的结局B.社会阶层的分化明显加剧  
C.权力下移成为诸侯的无奈抉择D.对士阶层的倚重之风盛行 
3.(2015安徽卷)据《史记》载：一日，魏太子下车，向一位
新贵——宫廷文士田子方致意，竟未得到回礼。太子问：
‚究竟富贵者还是贫贱者应当骄傲？‛田子方答：‚贫贱
者。‛并解释他随时都能在别国宫廷被派上用场。这反映了 
A.士人为诸侯国所重用  B.士人轻视功名利禄   
C.诸侯国内部等级森严  D.忠君思想已经形成 

【百家争鸣的阶级背景：士阶层的崛起】 【知识解读】《国语》记载
了各国公卿之‚语‛，侧重
公卿的言论，是第一部国别
体史书，是史书体例的创新。
《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
史书，主要记载游士之
‚策‛，主要是战国时期的
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
策略。本题强调由公卿之
‚语‛到游士之‚策‛的变
化，是由于士阶层的崛起，
记载对象由公卿到士的变化。 

【知识解读】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革,诸子百家都期
望自己的学说被当权者采纳,以救民于水火。每位‚大家‛
既是学术者，又是学术思想的践行者，同时又是教育者，
他们收集门徒有利于本家学说的传播和完善。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 

（1）根本原因：春秋战国
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形成了宽
松的社会环境 

（2）具体原因 

①经济上:井田制崩溃，封
建经济迅速发展。 

②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
侯纷争，分封制瓦解。 

③阶级关系上:士的活跃和
受重用。 
 

④思想文化上:教育和学术
逐渐下移，从‚学在官府‛
发展为‚学在民间 

 
1.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人主持的特殊
形式的高等学府。其全盛时期容纳了当时几乎各个学派贤
士近千人，如孟子、申不害、淳于髡、荀子等。稷下学宫 
 A．为百家争鸣提供了重要平台               
  B．繁荣了春秋时期的文化教育 
 C．成为当时战乱动荡的一个缩影             
 D．成为荀子法家思想的发源地 
 
2.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流动十分频繁，如孙武，齐人，后为
吴将军；荀子，赵国人，游学于齐，三任稷下学宫祭酒;
商鞅，卫人，西入秦，行变法令，相秦十年；李斯，楚人，
为秦廷尉、丞相。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才流动（   ） 
A.导致诸侯争霸局面的形成  B.促进百家争鸣现象的出现
C.推动列国变法运动的开展  D.助推新旧社会转型的演进 

【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
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 始建于齐桓公田午。位
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稷门附近。 
  ‚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处城门的
名称。‚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
设立学宫。故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
宫‛(这与东汉时期的‚鸿都门学‛得名由来相同)。 
   稷下学宫的存在，曾为当时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
会环境，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 

【百家争鸣的文化（人才）背景】 



诸子百家的思想 贰 



  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学派 代表人物及时期 代表阶层 主要思想 

儒家 创立      

发展 

道家 创立 

发展 

法家 集大 

成者 

墨家 创立 

孔子（春秋晚期） 

孟子（战国中期） 

荀子（战国末期） 

老子（春秋晚期） 

庄子（战国时期） 

韩非子（战国末期） 

墨子（战国初期） 

奴隶主 

封建地主 

封建地主 

奴隶主 

奴隶主 

封建地主 

小生产者 

‚仁‛ ‚德‛ ‚礼‛；‚有教无类‛；
‚畏天命，敬鬼神‛，‚性相近‛ 

‚仁政‛ ‚民为贵君为轻‛ ‚性本善‛ 

‚仁义‛ ‚王道‛ ‚君舟民水‛ ‚性恶论‛ 

道、辩证法思想、‚无为而治‛ 

相对主义，消极避世，追求精神上的自由 

主张政治变革‚以法治国‛、
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兼爱、非攻、节俭、尚贤 



1.（2010·山东文综9）‚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
身。‛这一主张属于（    ） 
   A．儒家‚仁爱‛思想             B．墨家‚兼爱‛思想 
   C．儒家‚礼治‛思想            D．墨家‚非攻‛思想 
 
 
 
2.‚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这
句话主要反映了战国时期的  （    ） 
   A.墨家思想       B.儒家思想    
   C.道家思想            D.法家思想 
3.（2012·山东文综卷·9）有学者评论战国时期某学派说：‚他们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
治家……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可有可无或多余的
人。‛这一学派是（    ） 
   A．儒家     B．道家     C．墨家   D．法家 

根据史料辩别各家各派的观点 

【易错易混】 

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仁爱‛有很大差异。孔子的‚仁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的,是有等级差别的爱;墨子的‚兼爱‛是没有等级差别的爱。 

‚百家争鸣‛各家各派观点辨析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把人类划分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隶是天经
地义的，他说：‚……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别人，另有些人生来就
注定应该统治别人‛。下列与之有类似主张的中国古代思想派别应是(    ) 
    A．道家         B．墨家       C．儒家    D．法家 

5.‚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
生，难易相成。‛持此观点的是 (    ) 
    A．道家    B．儒家    C．墨家    D．法家 

6.‚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这一观点属于(  ) 
    A．儒家     B．墨家    C．法家     D．道家 

‚百家争鸣‛各家各派观点辨析 



品味孔子思想 

孔子（前551年~前
479） ，名丘，字仲
尼，春秋时期鲁国人，
思想家、政治家和教
育家，儒家学派创始
人。后人尊称为‚万

世师表‛‚至圣‛。 

  孔子的思想 1.政治观： ‚仁‛(核心) ‚德‛ ‚礼‛ 

2.哲学观： ‚畏天命，敬鬼神‛ 

3.教育观：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4.人性观： 性相近 

①"仁‛:仁者爱人 
a.要求:一是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反对
苛政和任意刑杀，爱护百姓:二是在人际
关系上提倡广泛地理解和体贴他人。 
b.实现途径:实现‚爱人‛必须遵循‚忠
恕"之道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②"礼‛:克己复礼 
a.含义:‚礼‛即周礼,‚克己复礼"就是要求
人们的行为符合‚礼‛的准则。 
b.实现途径:‚正名‛，即按照周礼的制度把
当时已经混淆了的社会等级秩序矫正过来，
达到名正言顺、贵贱有‚序‛。 
c.评价:体现了孔子政治思想中保守的一面。 

a.主张对鬼神敬而远之，优先探讨
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 
b.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无过无不
及之意。庸，平常。中庸之道是儒
家的伦理道德准则，为常行之礼。 

仁与礼的关系‚仁‛是良好的道德，‚礼‛是社会
的规范；‚仁‛是内在的自觉，‚礼‛是外在的约
束。‚礼‛以仁为基础，‚仁‛以礼来维护。 



（2019·海南高考·1）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
我如浮云‛。这表明孔子(  ) 

A．主张严格社会等级                  B．重视社会道德构建 
C．认同社会贫富分化                  D．反对百姓追求富裕 

孔子认为，君于不仅要往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且还要通过‚大学之道"，由己及
人，‚修已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由此可知，孔子强调(  ) 
  A.思想与行为高度一致      B.内德与外事有机统一 
  C.提高修养以影响他人      D.博学于文但道德为先 

《春秋》是鲁国史官对时事流水账似的记录的总称。从历史的眼光看，是一部后人所
谓的‚断烂朝报‛，但经孔子修订整理后，成为儒家典籍，被后世统治者所推崇。原
因在于其（   ） 
   A. 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 B. 具有了伦理教育的功能  
   C. 起到了维护贵族社会的作用 D. 确立了纪传体史学体裁 

孔子的道德观 



《礼记·礼运》孔子日：‚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
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这反映了孔子主张（  ）         
A. 君权神授    B.以礼治国      C.民贵君轻     D.仁者爱人 

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称霸，而晋文公在践土之盟时要周襄王承认自己的霸业，孔
子因此认为‚晋文公谲（欺诈、玩弄手段）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这反映了孔子（  
   A．维护西周礼制秩序           B．反对诸侯争霸战争  
   C．宣扬三纲五常伦理           D．推崇齐桓公式霸业 

清华大学彭林教授认为：周公制礼作乐，中国文化的底蕴从此得以确立，其后经过孔子
及其弟子的弘扬，成为博大精深可以经纬万方的巨大体系，成为‚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大经大法。对此理解准确的是(   )  
   A．西周礼乐制被后世沿用 B．国人文化传承意识增强  
   C．礼是中国文化基本元素 D．儒学经世致用的入世观 

（2017·江苏·4）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由己‛。朱熹对‚克己‛作如下解释：
‚克‛意为‚胜‛，‚己‛指的是‚身之私欲‛。这种解释(  ) 

   A．将人性置于天理之上                B．以满足个人欲望为目标 
   C．完全曲解孔子的本意                D．与孔子本意不完全一致 

孔子的‚克己复礼‛ 



在对待天人关系问题上，孔子重人事，轻鬼神；孟子、荀子分别主张‚天人合一‛‚制天
命而用之‛；韩非子主张无神论；墨子提出人定胜天的‚非命‛观点。这表明当时(  ) 
   A．唯物思想初步形成                                B．百家争鸣局面开始出现 
   C．人的主体意识增强                                D．思想合流趋势愈加明显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突破了西周‚以天为宗‛的观念，无论是孔子的‚复礼‛还是
韩非子的‚法治‛，都把视线从天上转到了人世。这反映出，当时 （  ） 
  A．政治构想都具有创新性质 B．政治意识由重天命转向重人事  
  C．完成了社会秩序的新建构 D．神学迷信观念已经基本被扫除 

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反对盲从，提倡‚当仁不让与师‛；苏格拉底倡导‚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二者思想的一致性表现在(  ) 
A．提倡民本            B．呼唤仁爱             C．强调理性            D．倡
导美德 
冯友兰先生在《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中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他认为：‚苏
格拉底自以为负有神圣的使命，以觉醒希腊人为已任，孔子亦然。‛由此可见，作者认
为两位先哲有相似的(  ) 
A．民主思想            B．自由观念             C．政治主张            D．责
任意识 



【重难点突破】正确评价和对待孔子的思想 

①自身优势：有利协调人际关系和稳定社会秩

序②适应时代：经改造后适应了封建君主专制

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 ③体系开放：能不断吸

取其他思想的精华而与时俱进进行调整；④政

治支持：历代统治者的推崇； 

⑤儒学家的贡献：儒学家的改造和发展  

孔子思想被尊崇、长盛丌衰的原因？ 

1.评价： 
(1)‚仁":对于缓和阶级矛盾调整人际关系，
稳定社会秩序有积极的作用，对现代所提
倡的人本理念有借鉴作用。 
(2)‚礼‛:带有承认等级和阶级剥削、压
制人民斗争的消极性，以后的历代统治者
都把它作为进行阶级压迫的思想工具。 

正确评价和对待孔子的思想 
2.态度: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①孔子强调‚仁‛‚礼‛‚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等思想，强调和谐人际关系的重
要性，对建设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②孔子思想中"民无信不立‛的诚信观念
‚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自强不息的进
取精神、天下为公的政治信仰等，对增强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③孔子所追求的‚礼‛，体现了其政治思
想中保守的一面。但‚礼‛作为-般的政治、
伦理道德规范，仍是当今构建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或
缺的重要内容。 



中国历史上的形象   
①圣化：孟子指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司马迁：‚自天子王侯，中国言
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认定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   
②正统化：汉代董仲舒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把孔子思想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强行
统一天下人的思想，使之成为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   
③僵化:宋代理学家就努力把孔子改造成只知维护天理、极力遏止人欲的‚僵化‛形象。   
④维新化：康有为把孔子塑造为维新运动的祖师，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托古改
制‛，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古人尧、舜的言论而亲自写成的作品。   
⑤丑化：新文化运动时期，吴虞认为孔子的忠、孝观是维护宗法专制制度，痛骂孔子为
‚盗丘‛，带情绪化的言论色彩，使孔子形象受到严重‚丑化‛。   
 
世界历史上的形象   
完人：伏尔泰认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言基督为曾说过。赞美孔子‚以直报
怨，以德报德‛的格言。 

孔子在中外历史上的形象 从材料中提取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
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
须有史实依据。） 

示例一  论题：孔子形象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发展的需要。 
示例二  论题：近代社会孔子形象变化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服务的。 
示例三  论题：我心目中的孔子形象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孟子（约公元前372
年—约公元前289年），
名轲，字子舆，后世尊
称为亚圣。邹国（今山
东省邹城市）人，战国
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
育家、政治家。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2012·海南卷历史·2）儒家经典强调：‚上好礼，则 民莫
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这段话体现的是(  ) 
A．民本思想   B．仁政思想   C．礼法并重   D．礼治为先 
 

答案：B 

‚明君制民之产（保证农民拥有一定的耕地），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五亩之
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七十者
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材料体现了（   ）  
  A．孔子‚仁‛的主张   B．孟子‚仁政‛思想  
  C．墨子‚兼爱‛思想   D．老子‚无为‛思想 

 

【答案】B 

品味孟子思想 



孟子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后来又直接提出了‚仁之于父子也，义之
于君臣也‛的观点。孟子的这些观点（    ）  
A.阐释了‚仁政‛思想的基本内容 B.有利于统治者利用仁义观念巩固统治  
C.强调不分亲疏贵贱的儒家仁义观 D.使儒学成为秦汉时期治国的指导思想 

 

【答案】B 

(2016年海南历史4）孟子发扬孔子开创的儒学，主张涵养‚浩然之气‛，倡导‚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后世影响极大。孟子这些言论所强调的
是(    ) 
A.努力完善个人品德 B.坚持个人独特性格 
C.勇于突破礼制束缚      D.敢于反抗专制暴政 
 【知识解读】孟子对孔子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1)孟子继承了孔子‚性相近‛的人性学说，发展成为伦理观上的
‚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要实行仁政来扩充人的善性。 
(2)盂子把孔子‚仁‚的学说发展成为更加系统的‚仁政‛思想，进
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 

答案：A。 

品味孟子思想 



荀子（约公元前313
－前238），名况，
赵国猗氏（今山西运
城临猗县）人，华夏
族（汉族），战国末
期赵国人。著名思想
家、文学家、政治家，
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时人尊称‚荀卿‛。 

仁义：‚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王道：‚从道不从君‛ 

民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亦覆舟‛ 

唯物：‚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 

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论语》载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意思是不管父亲是否正确，
他责骂或责打你，作儿子的都应该在脸上挂着愉悦的神色，否则，
就会伤慈父之心，就是不孝。荀子认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
父‛乃‚人之大行‛，可谓大孝。这说明苟子的主张（  ）  
  A.丰富了民本的内涵     B.发展了孝道的思想  
  C.强调了仁爱的意义     D.突出了德治的主张 

 

【答案】B 

【知识点解读】荀子的孝道增加了“义”的标准，据材料“从
道丌从君，从义丌从父”可知荀子强调义而丌是仁爱。 

荀子主张王道（强调以德服人，主张仁义治国），认同霸道
（强调以力服人，主张功利和暴力），认为只有王霸兼用，才
可以强国富民，长治久安，两者缺一都会导致亡国的下场。这
反映出荀子的儒学主张（ ）  
  A.融合了诸子百家思想    B.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包容性  
  C.更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D.体现了外儒内法的思想特质 

 

【答案】B 

王道：儒家提出的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不霸道相对。 
霸道：指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 



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说：‚礼义生而制法度。法者，治之端也。隆礼
至法则国有常。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
乱。‛以上言论表明荀子（   ）  
A.全面解释传统儒家礼治思想  B.继承发展传统儒家礼治思想  
C.已经形成君主专制的思想    D.背离传统儒家礼治思想  

【答案】B 【知识点解读】荀子的礼法并用思想。 

荀子认为，如果人们加强农业生产，又节约开支，天就不能使人贫穷；
如果人们荒废了农业生产而又奢侈浪费，天也不能使人们富裕。荀子
这一主张（  ）  
A．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 B．反映了地主阶级的要求  
C．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D．体现了天人感应的思想 

 

【答案】A 

品味荀子思想 



孔子 孟子 荀子 

 

同 

异 

仁者爱人
（进步性） 

 

为政以德 

性相近 

仁政：省刑
法、薄税敛  

“仁义‛‚王道‛ 

‚以德服人‛  

民贵君轻 君舟民水 

性善论 性恶论 

仁的 

思想 

民本 

思想 

人性论 

孔孟荀三人思想的异同点 

1.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提出‚仁‛和
‚克己复礼为仁‛等思想；孟子认为道德修养是圣人
才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荀子提出君子‚至德‛的实现
是遵循道德的结果。据此可知，他们都强调(  ) 
A．道德自律理应是个体的自觉追求         
B．独立平等是个体道德自律的前提 
C．只有道德自律才能建立和谐社会         
D．诸侯国君是社会道德自律的楷模 

【答案】A 

2.从孔子提出‚仁‛到孟子主张
‚仁政‛，再到荀子强调‚仁
义‛，儒家思想的早期发展始终
贯穿的一条主线是（    ） 
A．从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入手描
绘设计一个礼乐文明社会 
B．统治者要‚仁者爱人‛，被统
治者要‚克己顺服‛ 
C．依靠礼仪法制的教化规范，把
小人变成君子，凡人变成圣人 
D．从强调‚三纲五常‛入手构建
一个大一统社会 

【答案】A 

【知识点解读】孔子主张的‚仁‛是要以‚爱人
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即强调个人道
德修养；孟子主张‚仁政‛，要求统治者爱惜民
力；荀子主张‚仁义‛，希望统治者施政时以德
服人，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的礼乐文明社会。 

【知识点解读】三人共同强调了社会个体应该重
建自我控制行为的能力，促进自身道德的觉悟和
完善，这样才能挽救礼崩乐坏的社会。材料强调
个体自律应是个体的自觉追求，B项排除。C项错
在‚只有‛，道德自律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方式之
一，材料并非只是针对国君，是针对社会各成员
提出的要求。 



〖易错点：民本思想〗 

《论语•先进篇》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冉求）也为之聚敛
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反映
出孔子(  ) 
  A.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  B.强调民本为治国之本  
  C.对弟子教育存在缺陷  D.具有一定的爱民精神 

 

【答案】D 

《尚书·酒诰》云：‚人无于水监（照镜子），当于民监。‛这
句话体现的思想是(  )   
  A. 兼爱尚贤  B. 主权在民  C. 以民为本  D. 道法自然 

 

【答案】C 
孔孟荀三人思想的异同点 

【知识点解读】季氏比周天子左右的卿士还富有，可是冉求还为他搜刮，再增加他
的财富。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你们大家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 



庄子，名周，字
子休。道家学说
的主要 创始人
之一。战国著名
哲学家、思想家、
文学家  
 
 

老子（约公元前
571年—公元前

471年），字伯阳，
谥号聃，又称李
耳，是中国最伟
大的哲学家和思
想家之一，被道
教尊为教祖，世
界文化名人  

道家学派 

庄子的思想: 
①把道作为最高的准则，宣传天道
与自然无为。（天与人不相胜） 
②提出世界万物是相对的。 
③崇尚自然，主张超越功利去追求
精神自由 

老子的思想: 
①哲学思想： 
A.世界万物的本原是道； 
‚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
个探讨宇宙本原的哲学家） 
B.朴素辩证法：世界万物
在不停地运动，矛盾对立
的双方是相互依存，不断
转化的。 
②政治思想：‚无为而
治‛‚小国寡民‛‚鸡犬
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
往来‛ 

品味道家思想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即‚道‛遵循客观规律，不任意妄为，所
以无所不为。它有别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观。这表明道家思想（  ） 
 A．蕴含了科学和人文精神   B．反对征服和利用规律  
 C．不利于天人关系的和谐   D．符合当时的政治现实 

 

【答案】A 

有学者在研究古代思想史时发现，他的思想用于学术，可发展为思辩哲学；用于军
事可以发展为战略方针；用于政治，可以发展为斗争策略；用于生活，可以发展为
生存智慧。就连同一种副产品，也可能有不同结果。比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就可能是斗争策略，也可能是自我安慰。材料中的‚他‛是（   ）    
  A.孔子  B.韩非子  C.老子  D.墨子 

 

【答案】C 

【知识点解读】由题干可知这是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即任何事物都有矛
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品味道家思想 

（2010·浙江文综·13）儒道思想犹如中国古代思想的双璧。下列言论中，最能体
现道家因循自然、崇尚无为思想的是(  ) 
A．不以人助天          B．制天命而用之 
C．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D．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答案】A 

大自然的运行是有一定规律,这
个规律不会因为尧的圣明或者
桀的暴虐而改变。出自春秋时
期荀子作品《荀子天论》 

一般人会认为，天地无情，将天下万物视为草芥
一般。不仁的意思，其实不是仁爱、不仁义。老
子其实的意思是天地无所谓仁，也无所谓不仁。
这就说的其实是天地对每个人都是平等对待的，
不会厚此薄彼。应用到古代朝廷治理国家的理念
中，就是要让皇帝不能干涉百姓的生活，要让百
姓顺应自然的规律，按照天地间运转的正常秩序

，不要进行太多的人为干预！ 



材料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               

材料二： ‚以法为教‛、‚以法为本。‛ ‚……法不阿贵，……刑过
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一民之轨，莫如法。属官威民，退淫殆，
止诈伪，莫如刑。‛  

材料三：‚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
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
民，皆守株之类也。‛ 

集权观：加强君主集权  ——适应地主阶级建立新政权的需要 

法治观：厉行赏罚,奖励耕战  ——适应了地主阶级兼并战争需要 

改革观：‚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适应了社会大变革的需要 

法家的理论——韩非子 

治国思想： 

韩非子，是
中国古代著
名的哲学家、
思想家、政
论家和散文
家，法家思
想的集大成
者。 

品味法家思想 



韩非子在《五蠹》中把以往的历史时期划分为上古、中世、当今三个阶段，说‚上古
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表明韩非子(  ) 
 A．要求国策与时俱进    B．看重继承历史传统  
 C．客观总结历史规律    D．抨击社会礼崩乐坏 

 

【答案】A 

某思想家认为：‚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
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
笞，子多善，用严也。‛据此可知这位思想家的治国理念是(  ) 
  A. 无为而治  B. 礼法并用  C. 礼乐仁政  D. 严刑峻法 

 

【答案】D 

品味法家思想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被司马迁归本黄老、被刘向看作名儒。被今人称作是展现儒
法之争的著作《盐铁论》认为：文学与贤良代表儒家，大夫与御史代表法家。东汉王
充在《论衡·程材》中用‚法家‛一词指代法令或法律专家。据此可推知，法家 
A．与儒家对立而失势   B．思想内容较庞杂 
C．因提倡法治而闻名   D．在先秦并未出现 
 

【答案】B 



兼爱 

非攻  

非乐  

非命 

尚贤  

尚同   

节用   

节葬  

     主张 

治国思想： 

刻苦俭朴 

自我牺牲 

讲求功利 

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  

提倡节约人财物力 

反对命运之说,主张强力从事 

不分贵贱,使用德才兼备的人  

言行等要与圣王的意志相同 

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 

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  

爱是相互的 

精神 

品味墨家 

品味墨家思想 

墨子（公元前468 —公元前

376），名翟(dí)，汉族，，
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
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及主要代
表人物 

  



墨子认为，如果任凭‚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的‚交相非‛发展下去，必然
带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
亏害‛的结果。这显露出（  ）   
A. ‚尚同‛的治世理想   B. 人性本恶的思维惯性   
C. 专制统治的特征       D. 百家融合的趋势 

 

【答案】A 

墨家认为‚天‛与‚鬼‛是箝制人们行为的外在力量，能帮助天下安定，必须服
从；丧、葬、音乐不利于积累财富与繁庶人口，这些礼乐制度必须废除。这反映
出（   ）  
A.儒学无法适应社会需要   B.墨家思想具有实用色彩  
C.墨学在争鸣中发展完善   D.墨家对儒家思想的扬弃 

 

【答案】B 

品味墨家思想 

（2018·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24）《墨子》中有关于‚圆‛‚直线‛‚正方
形‛‚倍‛的定义，对杠杆原理、声音传播、小孔成像等也有论述，还有机械制造
方面的记载。这反映出，《墨子》(  ) 
A．汇集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         B．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C．包含了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D．体现了贵族阶层的旨趣 

 

【答案】C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意见对而
别人的意见错，因而相互攻击。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没有得到重用的原因 

【知识要点】 
 
①不符合统治者需要：春秋争霸，
孔子主张‚仁‛和‚为政以德‛，
不能满足军事经济的需要 ； 
 
②不适应时代的趋势：春秋社会大
变革，孔子主张恢复周礼，不能满
足变法革新的需要； 
 
③缺乏政治保障：周王室衰微，国
家分裂。 

战国时期，儒家学说和墨家学说在民间
广为流行，形成了‚非儒即墨‛的局面。
但是，主要诸侯国的统治者却纷纷采用
法家学说，兴起了变法运动。官方采取
与民间不同的态度，是基于(  )  
A．巩固统治阶级统治的需要  
B．实现统一全国目标的需要  
C．应对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  
D．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需要 

 

【答案】A 



探究一‚百家争鸣‛中的主要治国理念 

材料一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我无为，
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 
 
 
材料二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入以事父兄，出以事其长。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孟子·梁惠王上》     
 
 
材料三 明主之所制导其臣者，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
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
矣。……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衰，设
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                        ——《韩非子》 
     
    三则材料分别体现了怎样的治国理念？ 

    

材料一强调只要做到清静无为，不扰民，就能实现社会的治理。 

材料二体现了儒家‚施仁政‛‚修其孝悌忠信‛的民本思想。 

材料三反映的是法家思想，其关键信息是‚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
德‛‚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即主张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 



治国思想 

儒家： 

道家： 

法家： 

墨家： 

适用时期 

以德治国 

无为而治 

以法治国 

兼爱非攻 

动荡年代、军阀割据时期 

动荡结束之初，恢复生产、
稳定民心、巩固统治 

适宜于国家稳定，走
上正规时期 

在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 

连连看 

百家争鸣的治国思想 



探究二：诸子百家中相反的观点？ 

1. 治国上： 

 

2. 人性上： 

 

3. 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4. 人生态度上： 

儒家主张‚仁政‛，反对严刑峻法； 

法家主张‚法治‛，强调严刑峻法 

孟子主张‚性本善‛，荀子主张‚性本恶‛ 

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庄子主张‚天与人不相胜‛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强调社会责任；道家主张消极避世，强调‚超脱‛ 

性善论强调扩充自己固有的善
性以完善人格,性恶论强调用礼
乐规范自己,通过后天接受教育
以完善人格,两者表面截然相反,
其本质是一致的. 

荀子曰：‚（为人臣）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逆命而利君谓之忠，从命而利君谓
之顺。‛韩非子曰：‚人臣要从主之法，虚心待令，皆宜其能，胜其官，而莫怀余力
于心‛，两者都强调 (  ) 
   A．人臣要效忠君主      B．人臣对君主可以抗命  
   C．君主要以礼待臣      D．大臣对君主绝对服从 

 

【答案】A 

诸子百家的对立与融合 

 〖易错点：诸子百家既有对立也有融合〗 



韩非子之学出于荀子，源本于儒家，而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其最高理想为
‚君无为，法无不为。‛这反映了战国时期 (  ) 
A．各派学说吸收融合现象      B．法家理论走向系统化   
C．厉行‚法治‛的时代要求     D．文化成为权力的附庸 

 

【答案】A 

诸子百家的对立与融合 

‚云梦秦简‛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文字
）。其中，《为吏之道》说：‚以此为人君则鬼（读为怀，和柔的意思），为人臣
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君鬼臣忠，父兹（慈）子孝，政之本（
也）。‛材料可以证明秦朝(  )   
A. ‚以吏为师，以法为教‛  B. 并没有完全排斥儒家思想   
C. 官吏注重修身养性        D. 主要是竹简与毛笔书写文字 

 

【答案】B 

荀子主张‚ 礼法兼用‛；韩非子尝试为法治寻找‚道‛的依据；《吕氏春秋）一
书兼容了儒、墨、道、法诸家言论。 这种现象表明当时 
  A.儒家思想备受秦国重视        B.法家地位有所下降 
  C.思想领域出现融合趋势        D.思想专制局面形成 

 

【答案】C 



叁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及 
从不同视角认识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的意义： 
①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
德发展的重要阶段； 
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
解放运动; 
③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
的基础。 
 

1.《尚书·洪范》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称为‚五
行‛，用以解释各种事物的构成和社会发展，《周易》选
取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八种自然物作为生成
万物的根源，并将变化的事物抽象为对立的阴阳。这些主
张 
A．影响了后世的哲学发展    B．脱离了人民的社会实践 
C．体现了强烈的迷信色彩    D．奠定了纲常名教的基础 
【答案】A 
2.有学者认为，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所需的一些因素在先秦
诸子百家思想中已经萌芽，比如，儒家的社会伦理化、墨
家的实践经验化(实验技艺方法)、禅宗的概念澄清化(理论
思维维顿悟)和道家的系统逻辑模式(全息结构模型)，以及
一些技术发明的原型等。这一观点(  ) 
A．背离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内容  
B．准确评价了诸子百家的历史价值 
C．有益于拓展认知传统文化的视野  
D．夸大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作用 
【答案】C 

儒家思想:孕育了我国传统
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和道德
准则； 
道家学说:构成了2000多年
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 
法家思想:其主张变革精神，
成为历代改革图治的理论
武器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1.有学者研究指出，儒家、道家非是‚无生法‛的解脱而是‚生生法‛的成全，儒家所强
调的本心主体之自觉与道家注重的天地场域之自然，有利于我们克服现代化之后的困境。
该观点旨在强调(  ) 

A．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B．儒家‚克己复礼‛的自律 

C．百家争鸣能解决现代化困境                D．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 

【答案】A  

2．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重视民生、办实事，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群众满意，真正使群众成为利益的主体。习近平表达的
这一治国理念传承了百家争鸣时期(  ) 

A．法家‚中央集权‛的思想                    B．兵家‚知已知彼‛的思想 

C．儒家‚民本、和谐‛的思想                D．道家‚祸福相倚‛的思想 

【答案】C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1.儒家强调‚有教无类‛‚因材 施教‛‚ 学思结合‛的教育教学思想，对我国当

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有积极作用。       

2.儒家提倡‚孝‛、  ‚仁义‛、‚诚信‛ 等道德伦理观有助于构建和谐人际关
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 

3.儒家强调‚正身自省‛、  ‚修已安人‛、  加强道德修养，有助于约束和规范
市场经济主体的交易活动和行为，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正常、有序的进行。 

4.儒家提倡的‚仁‛  德治‛‚民本‛思想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
取消农业税) 

5.儒家主张的‚大一统‛思想有利于巩固中华民族的统一，在今天更是

有着现实意义。(祖国统一) 



     
1．唯物史观角度 
(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瓦解、分封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时代大变革 
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大背景，这体现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 
(2)从阶级史观看，孔子、老子主张社会有序，主张统治者‚无为‛，代表的 
是没落贵族的利益，墨子代表下层劳动者群体的利益，其他如孟子、庄子、韩 
非子等则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2．文明传承角度：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今天应坚持 
科学发展观，弘扬传统民族文化遗产的有益成份，如民本思想、和谐观念、统 
一意识、义利观点，同时也应剔除其落后方面的如三纲五常、等级贵贱等内容。 
3．东西文明对比角度 
应关注孔子等人的民本、仁政、君民观念与同时期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柏 
拉图等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城邦民主政治主张，古罗马注重立法、法律至上的 
治国理念的比较。 
4．联系现实的角度 
应注意孔孟儒学家思想中的‚民本‛主张与当今民主本质上的区别，古时‚民 
本‛思想以维护君主特权为中心，当今民主以人权平等为中心。 

探究四   从不同视角认识百家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