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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思想解放运动的时间段？
   发生思想解放运动的原因？
   各个运动的中心和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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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
R e n a i s s a n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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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的定义：

文艺复兴是14世纪到17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宣传新
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复兴”的原意为“再生”。文
艺复兴时期的部分意大利学者认为自己处于一个新时
代的开端，这个新的时代会越过中世纪，直接延续古
代的文化传统，古典文化将迎来再生。



文艺复兴的中心：意大利



文艺复兴条件 

经济基础 西欧中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文艺

复兴的根本原因

文化环境 意大利是古罗马的故乡，保留了许多古希腊罗马的文化

典籍，又能够从东方汲取大量文化养料（1453年，东

罗马帝国灭亡，许多学者逃到意大利。另外，意大利是

罗马帝国的发源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人才基础 博学多才的学者们的努力；统治阶级对这些学者

的赞助和保护。



工商业发展 资本主义萌芽 资产阶级壮大

追求财富、现世享
乐，关注人本身的

发展

以“神”为中心祈求
来世幸福基督教 矛

盾



1 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提升人的地位，肯定人

的价值和尊严

2 信仰宗教，但反对教会宣扬的禁欲苦行，抨击教会的腐败

和守旧思想，崇尚理性；

3 追求现世自由，幸福和物质享受，鼓励发财致富和冒险精

神；重视发挥人的才智和创造力

4
提倡探索人与自然的奥秘；

文艺复兴核心思想
人本主义



达芬奇 米开朗琪罗 拉斐尔

文艺复兴“艺术三杰”



但丁 彼特拉克 薄伽丘

文艺复兴“文学三杰”



达芬奇：壁画《最后的晚餐》、祭坛画《岩间圣母》和肖像画《蒙娜丽莎》是他一
生的三大杰作。这三幅作品是达·芬奇为世界艺术宝库留下的珍品中的珍品，是欧
洲艺术的拱顶之石 。
拉斐尔：《带金莺的圣母》(藏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草地上的圣母》(藏维也
纳美术史博物馆)和《花园中的圣母》( 藏于卢浮宫博物馆)。代表作为《卡斯蒂廖
内像》和《披纱女子像》。
米开朗琪罗:代表作《酒神巴库斯》、《哀悼基督》、《大卫》、《摩西》、《被
缚的奴隶》、《垂死的奴隶》、圣洛伦佐教堂里的美第奇家族陵墓群雕和《末日审
判》
但丁：但丁被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所
创作的长诗《神曲》(全诗为三部分:《地狱(Inferno)》、《炼狱(Purgatorio)》和
《天堂(Paradise)》)，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天主教会的厌恶，率先对教会提出批评。
彼得拉克：“人文主义之父”
薄伽丘：《十日谈》批判宗教守旧思想，主张"幸福在"，被视为文艺复兴的宣言。



莎士比亚：《奥赛罗》、《哈姆雷特》、《李尔王》和《麦克白》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在法国，文艺复兴运动形成两派，一派是以"七星诗社"为代
表的贵族派，另一派是以拉伯雷为代表的民主派。"七星诗
社"以龙沙和杜贝莱为代表，在语言和诗歌理论方面做出贡
献。
维加是戏剧家、小说家和诗人，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奠基人，
被誉为"西班牙戏剧之父"。 



1、1、 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秩序，解放了长期被宗教戒律

压抑和禁锢的人性，使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人本身和现

世世界

   2 、 文艺复兴在史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突出贡

献。

   3、 文艺复兴还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促进人们日常行为方式

文明化

文艺复兴影响

   4、 因过分强调个性和人性，在传播后期造成私欲膨胀和奢

靡之风泛滥，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文艺复兴的性质

     文艺复兴是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

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本质是新

兴资产阶级在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

的名义下发起的弘扬资产阶级思想文

化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人文主义思想和神学思想的差异

人文主义思想 神学思想
以人为中心 以神为中心

追求现世的享受 禁欲主义和强调来世

自由和平等 等级观念

崇尚理性 蒙昧和迷信

崇尚冒险和进取 主张安于现状



宗教改革
R e n a i s s a n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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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一 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严重阻碍德意志经济的发展

背景三 天主教的腐败和搜刮，引起了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成为

宗教改革的直接原因；

背景四 文艺复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天主教的冲击；

宗教改革背景

背景五 1517年，教皇派人到德意志兜售赎罪卷

背景二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成长起来，
要求打破天主教神学的束缚，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



开始标志：1517年，德意志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撰写了
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痛斥教廷推销赎罪卷的欺骗行为。



德意志宗教改革主要思想
1、思想的核心是"因信称义"
2、人人在上帝与《圣经》面前都是平等的。
3、信仰的唯一依据是《圣经》。反映了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要求
自由、平等的愿望和反封建的思想。
4、减少教堂和修道院，简化宗教仪式，并主张神甫可以娶妻。反
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建立"廉价教会"的要求，进行资本原始积累。
5、世俗君主的权力高于教会的权力，并最终支配教权。
6、建立本民族(德)教会。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彻底摆脱罗马教廷
的控制，加强王权，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要求。



宗教改革概况
S u r v e y  o f  R e f o r m a t i o n

德意志宗教改革

瑞士宗教改革
加尔文教与日内瓦神权共和国

法国的宗教战争

英国的宗教改革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sjED_5tFZgR
E9yJ4cwevA 【纪录片】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影响

1、政治上：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它剥夺了教会在各
国的政治、经济权益，各国王权得到加强，有利于民族国家的
发展。
2、经济上：确立了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伦理规范和生活方式，
夺取了大量原属教会的财产，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3、精神文化：①打破了天主教会精神垄断，使人们的思想得
到解放，发展了人文主义。②帮助新教徒阅读《圣经》，发展
本民族文化，各国普遍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增加包括自然科
学在内的学习科目，促进了西欧各国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
展;③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提供
了旗帜(尼、英资产阶级革命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在欧洲的神
权统治)。



02 近代科学的兴起
R e n a i s s a n c e





哥白尼：1473
年2月19日-
1543年5月24日   
《天体运行论》
“日心说”

牛顿：1643年1月4
日—1727年3月31日  
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
定律 与莱布尼茨共
同发明微积分 反射
式望远镜

伽利略：1564年2月15日－1642年1月8日 
改进望远镜、天文观测，支持哥白尼的日心
说。实验证明，感受到引力的物体并不是呈
匀速运动，而是呈加速度运动；物体只要不
受到外力的作用，就会保持其原来的静止状
态或匀速运动状态不变，为牛顿的理论体系
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意义：
1、形成了重视经验和事实的理性化思维方式，确立了通过观
察、实验、分析、归纳和综合等基本途径发现自然规律的科学
方法。

2、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为什么促进了思想解放？



近代思想解放与近代科技产生、发展的关系
（1）、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从思想上解放了人和人性，把人从

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激发了人对宇宙、自然和自身的探究。

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为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条件。

（2）、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提供了直接的

物质条件，促进了新的思想解放。

（3）、科学技术的进步、思想的解放，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巨

大变化，推动了哲学的发展，而哲学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人类的

思想解放和科技进步。



02 启蒙运动
R e n a i s s a n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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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成为启蒙运动中心的原因：

1、社会基础：专制制度日益腐朽，等级对立特别尖锐，统治危机

空前严重。十八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专制和天

主教会控制着国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农村在封建领主和教

会的盘剥下已是满目疮痍，宫廷贵族挥霍无度、国库空虚。

2、思想基础：教权势力顽固，迫使新思想抛开宗教外衣，公开宣

传理性。天主教会与专制王权相互勾结，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

主义，疯狂残害不同信仰者和有进步思想的人们。



3、阶级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加强。

与专制制度严重衰败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兴进步力量的壮大，他

们强烈要求冲破旧制度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束缚。

4、理论基础：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取得很大进展。

科学家们揭示了许多自然界的奥秘，天主教会的很多说教不攻自破，

人们有了更多的自信。

5、社会经验：在西欧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英国资产革命的影响下，

人们要求摆脱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压迫的愿望日益强烈。



过程



代表人物





卢梭：
①天赋人权、人民主权
②社会契约说(著作有《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
③革命合法性
④认为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
⑤理性是不可靠的
霍布斯：
社会契约思想
1、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处于自然状态。每个人对一切事物的自然权利会
导致战争;
2、为了保护自己，个人把自然权利转让出来组成政府;
3、这个"主权"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4、如果主权者侵犯了个人经济权利，个人可以拒绝服从，不过革命是不
允许的。



孟德斯鸠：
①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制。
②提出"三权分立"学说，认为国家的权力应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彼此制
衡。
③法律应当体现理性(代表著作如《论法的精神》、《波斯人的信札》等)。

伏尔泰：
①反对封建专制，主张由开明的君主执政。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
②主张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
③认为法律应以人性为出发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思
想的西方表述。
④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和腐朽，主张信仰自由和信仰上帝。
⑤反对专制制度，强调自由和平等。



狄德罗：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教育理论家，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
第一部法国《百科全书》主编，是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
狄德罗在坚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的同时，又具有同时代唯物主义者缺乏的辩证法思想，
有些学者认为他的唯物主义应该称为过渡性的唯物主义。
狄德罗站在法国第三等级的立场上，坚持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君主的权力来自人民
协议的观点。他指出，能够实现人民自由平等的是政体，任何政体都是要改变的，它
的生命同动物的生命一样，必然趋于死亡。专制政体终会消逝，由适合人性的政体取
而代之。
康德：
① 指出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人应该自己独立思考，理性判断。
② 强调人的重要性，提出人就是人，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工具，即"人非工具"。
③ 相信主权属于人民，自由和平等是人生来就有的权力，但同时坚持人要自律，自
由和平等只能在法律的范围之内。
对"启蒙运动"的定义:
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这本书中，康德是这么定义"启蒙运动"的:人类脱离自己所加
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两大信条：
       1、相信在物质的宇宙中存在自然法则，万物受自然法则的支配，
人类社会也受其支配。
     2、相信人类过去充满了黑暗和愚昧，而人类未来则是一片光明。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近代史
编 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关于改革的建议：
1、在经济领域内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反对重商主义
2、在政治上实行“主权在民”的理论，各级官吏都是人民公仆，一
旦政府压迫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推翻它。
3、在宗教上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反对政教合一。



启蒙运动的主要观点
1. 批判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和封建特权

2. 崇尚理性、科学

3. 追求政治民主、权力平等、个人自由和法制

4. 主张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其中，理

性是核心、科学是依据、自由是基础、民主是核心、法

治是保障、平等是表现形式。



代表人物 国别 主要观点 地位

伏尔泰 法国 寄希望于“开明”君主进行
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强调立法、司法、行政三权
分立，互相监督、制衡

卢梭 提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
说，主张主权在民和直接民
主制

亚当·斯密 英国 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和衡
量价值的尺度，主张自由竞
争

“现代经济学之父”

康德 德国 认为人应该独立思考，理性
判断，主张民主、自由、平
等

启蒙思想家的集大成者

都
反
对
君
主
专
制            



对西方社会
1.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2.为法国大革命爆发，推翻专制王朝，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3.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动摇了专制统治。
4.激励了中日等亚洲国家仁人志士为改造旧社会而斗争。
5.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6.促进近代科技进步。
7.对外传播至亚非拉地区，极大鼓舞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
斗争。



对中国近代
启蒙运动首先为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启蒙运动所宣传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
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推动了革命和改革;也对19世纪以后的亚洲国家有很大影响，如
鼓励了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一批仁人志士为改造社会而斗争。
戊戌变法受启蒙运动影响最大的君主立宪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一批启蒙学者，他
们翻译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名著，介绍他们的思想，对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把T.H.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法的精
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H.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以及J.S.米尔(旧译穆勒)的《群己
权界论》和《穆勒名学》等7部著作译成中文出版。
辛亥革命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基本思想精神是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
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显然其基本思想精神是源于启蒙运动。



启蒙时代的学者有异于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
他们不再以宗教辅助文学与艺术的复兴，而是以经验加理性思考
作为建立道德、美学以及思想体系的方式。这反映出资产阶级强
大后,已抛弃宗教外衣的平争形式,直接向封建主义宣战,表现为:
            (1)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
            (2)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
            (3)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
            (4)用“天赋人权”的口号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
            (5)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进而建立资
产阶级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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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以神为主题的创作，为什么文艺复兴的作品体现了
人文主义？

《春》
中世纪的圣母与圣子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与圣子



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
是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大人物就是意大利
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
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文艺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

      它促使欧洲人从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在于唤起人的觉

醒，使人们把关注的重点从来世转移到现世。

       它唤醒了人们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创造精神以及科学实验的精神，

从而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文艺复兴在欧洲

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它在欧洲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宗教改革的重大历史意义

     （1）尽管在以后的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明显地

表现出极大的保守倾向，但他所发动的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仍

然具有革命的意义——他创立了德国乃至全欧洲新的宗教路

德教。新教铲除了教士和俗人之间的隔阂，否定了教会高于

国家的思想，认为教会应从属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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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人文主义，它使西欧人

从长久的基督教神权统治中解放出来，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做

了思想上的准备。



启蒙运动对人文主义的发展
史料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国家对自然经济力量的自由发
挥作用不得干涉……在宗教方面,伏尔泰说:“如果在英国仅允许有一种宗教,政
府很可能会变得专横……但是,当有大量的宗教时,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
睦相处。”在政治方面,卢梭……把公民的个人意志融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
意接受这共同意志的栽决作为最终的載决……“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
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他们拉下台;对受
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的问题,只有服从。”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核心素养、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选材意图：意在通过文字史料理解启蒙运动对人文主义的发展。
史料解读：启蒙运动在经济方面主张自由放任;在宗教方面主张信仰自由;在
政治方面主张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等。启蒙运动发展了人文主义思想。画
线部分反映了伏尔泰主张宗教信仰自由。



[全国Ⅰ2020·33]16世纪的思想家蒙田从教育要培养“完全的绅士”理念出发,强调要
注重培养身心和发展的“完整的人”,即不仅体魄强健、知识渊博,而且具有良好的判
断力和爱国、坚韧、勇敢、关心公益等优秀品质。蒙田的教育主张    （）
A.体现了文艺复兴思想对人的认识
B.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涨
C.反映了启蒙运动生而平等的理念
D.摆脱了宗教观念的长期束缚

【解析】本题考查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观念。16世纪,蒙田强调要注重培养身心和谐
发展的“完整的人”,体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突出人的价值和尊严,故选A项;18世
纪,启蒙运动达到高潮,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涨,这与题干时间不符,排除B项;蒙田的教
育理念体现了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没有体现生而平等的理念,排除C项;16世纪处于文艺
复兴时期,资产阶级还不成熟,仍然借助宗教表达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摆脱宗教观念的東
缚,排除D项        答案   A
文艺复兴充分肯定人的价值,重视人性,成为人们冲破中世纪层层纱幕的武器。但同时
也应注意到,文艺复兴在传播过程中因为过分强调人的价值,在传播后期造成个人私欲
膨胀、奢靡泛滥,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全国Ⅲ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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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固君主立宪
C.强化专制统治
D.落实《权利法案》
【解析】本题考查英国的宗教改革。17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国王是英国国教的首脑,国王查理二世强调英国国教教会的至
尊地位,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故选C项。查理二世表面上允许宗教信仰自由,
实际上通过国王权威强调英国国教教会的至尊地位,目的是加强君主专制,排除A
项;1689年《权利法案》须布是英国开始确立君主立宪制的标志,B、D项与材料时
间不符,排除。
答案)C



课后作业：
    完成P49 问题探究

要求：
    1、自主思考完成
    2、列出相关史实
    3、字数不限



自主学习，巩固新知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sjED_5tFZgRE
9yJ4cwevA 【纪录片】宗教改革





同 学 们 下 课
人 教 版 高 中 历 史 教 学 课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