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危亡，推动中国走向近

代化，先进的中国人做过哪些努力„„ 

温故知新 

官僚地主阶级：开眼看世界：林则徐、魏源 

官僚地主阶级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 

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 

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制       

器物 

制度 



   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

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

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

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

觉醒”。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学习目标： 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讨其
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 

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实,认识马克思主
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 

第15课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宽容》  又名《北大钟声》 

陈独秀、鲁迅、胡适、辜鸿铭、刘文典、刘半农。 

1917年，他们齐聚北大，北大一时间成为大师云集的场所，“新潮”与

“故国”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那么是什么让他
们走在一起？ 



我们是知识分子（20） 微信 

值得庆贺啊！总算有件值得乐呵的事了。我们的民族工业总算迎来了春天！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现在又来一个袁大头，要当皇帝，还和日本人搅和在一起，是可忍，孰
不可忍！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陈独秀 

简直是咱们民国界的一股泥石流啊！              他难道不知道民主共和才是主流，“尊孔复古”那一套
早就过时了吗？我支持你！ 

号外！号外！号外！                        中国的张裕酿酒公司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金奖。 

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面对的社会问题是什么?（背景）  



张裕酿酒公司 

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金奖 

1、经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要
求民主政治。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概况 

1895-1911 
         

1912-1918 

年均 
投资 

年均 

办厂 

687万 17家 

79家 2300万 

材料一：20世纪初的社会经济 

一、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二十一
条” 

1914年日军进入山东  

袁世凯称帝像及玉玺 

2、国内与国际：（国外）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
略中国，民族危机加深。 

              （国内）袁世凯复辟帝制。 

                 中国并未改变两半社会的性质。 

材料二：20世纪初的政治危机 



材料三：20世纪初中国思想 
    1914年9月28日，孔子生日那天，袁世凯头戴天平冠

，身穿古装服，率文武百官到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
12月23日冬至日，袁世凯又穿起特制的古怪祭服，率文
武百官拥到天坛，举行祭天大典。 
  袁世凯上台后，通令全国“尊崇孔圣”，强迫全国
各学校“尊孔读经”，“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中小
学均加读经一科，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孔道会”、孔
教会、“尊孔会”等组织。 

3、思想：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逆流，西方启蒙思
想进一步传入，提供思想武器 



一、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1、经济：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资
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制度（根本原因）； 
2、政治：（1）国内：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
统治，但袁世凯复辟帝制。（2）国际：在此期间日本帝
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加深。中国并未改变两半
社会的性质； 
3、思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民主、自由、平
等等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袁世凯北洋政府倒行逆施，企
图封建复辟，掀起一股尊孔复古逆流（直接原因）。 



二、新文化运动概况 

内容： 

3、影响： 

1、兴起： 

2、 



（1）兴起标志： 

 

（2）代表人物： 

（3）指导思想： 

（4）主要阵地： 

（5）活动基地： 

 1915年  陈独秀在上海 
创办《新青年》 

陈独秀  李大钊  鲁迅 胡适 

民主和科学 

《新青年》 

北京大学 

1、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概况） 



民主 
Democracy 

科学 
Science 

民主制度 
民主思想 

（反专制） 

科学知识 
科学思想 

（反愚昧、迷信） 

2、主要内容 

材料一‚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

与人权并重。              ——陈独秀《敬告青年》  

材料二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流了多少血…我们现在认

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

切的黑暗。                          ——陈独秀《新青年》 



绝非八卦 微信 

真是惨！这是什么世道啊？小小年纪，受这等折磨，就这样完了...... 

什么情况？ 

我知道我知道，是一唐氏女子，许配给张家，还没嫁过去，未婚夫就死了。 

也是作孽哦！听说喝符灰水、吞金、上吊、投河，都试过了，都没成，绝食三次，也没成…… 
最后服了砒霜，这才算完。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19岁女子自杀殉夫成就烈女称号！ 



什么是旧道德、新道德？为什么要反对旧道德？ 

三纲五常的封建纲常伦理；自由、平等、独立。 

阻碍独立之人格；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材料三‚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率天下

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 

                                         ——陈独秀 

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道德 

“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 

独立自主、个性解放、自由平等 

2、主要内容 ：《新青年》新呐喊 



胡   适 

     新三从四德 

太太出门要跟从,

太太命令要服从,

太太错了要盲从;

太太化妆要等得,

太太生日要记得,

太太花钱要舍得,

太太打骂要忍得。  

新道德：指资产阶级的道德，即提倡人权、追求个性解放、
男女平等等。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
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
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汉乐府民歌 

 

相亲趣闻 

乌黑头发无麻子脚不大周正 

 

乌黑，头发无，麻子，脚不大周正 

天啊！我要和你相爱， 

一辈子也不断绝。 

除非是山没有了丘陵， 

长江、黄河都干枯了， 

冬天雷声隆隆， 

夏天下起了大雪， 

天与地合到一起， 

我才敢同您断绝！  



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狂人日记》 
《孔乙己》 

《药》 
首倡 呼应 

新典范 

《文学革命论》 《文学改良刍议》 

文学形式： 
文言文→白话文 
新式标点符号 

文学内容： 
陈腐、雕琢、艰涩     
→新鲜、通俗、平易 

 
 
 
 

将
反
封
建
内
容
与
白
话
有
机

结
合
，
成
为
新
文
学
的
典
范
。 

2、主要内容 ：《新青年》新呐喊 



文学革命 
推动 

思想解放 

小众化 
教育平民化 

大众化 

有利于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大众化

（青年学生） 

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新青年》新呐喊 2、主要内容 



  前期：
1915—

1919 

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
和愚昧、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思想 

革命 

文学 

革命 

2、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民主”不仅包括民主制度，更指思想文化，
即民主意识、民主精神。 

 “科学”指科学精神（理性）、科学法则等。 



序号  被崇拜者 票数 

1 孔子 157 

2 孟子 61 

3 孙中山 17 

…  ……  …  

表1:1913年江苏第一师范
学校 “最崇拜的人物”
问卷统计表 

序号   被崇拜者 票数 

1 孙中山 473 

2 陈独秀 173 

3 蔡元培 153 

…  ……  …  

14 孔子 1 

表2:1924年北京大学 “最
崇拜的人物”问卷统计表 

儒家传统思想 

民主共和 

民主共和 

儒家传统思想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3.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第一桩西式离婚案 

       徐志摩爱上了才貌俱佳的林

徽因，与发妻张幼仪解除婚姻，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中国近代第一
桩西式离婚。 

     离婚后张幼仪和徐志摩仍旧

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张幼仪
在海外不断学习进修，事业很
成功。 

1919年后大离婚案 NEWS 

社会花絮 

林
徽
因 

张幼仪与徐志摩 



1918年金陵女子大学做化学实验室和开展排球活动 。  

      有的同学把《新青年》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这使我们文

风一变，再也不写堆砌词藻、空疏无物之古文了”。                                     

北京女子高师学生程俊英 

2、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知识分子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洗礼；推动了自然科学的
发展；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材料：新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内，新思想没有普及
到工农群众中。——李时岳 

   （1）没有同广大群众运动相结合 

 （2）对东、西方文化的绝对否定和绝对肯定 

3.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材料：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所谓坏的就是

绝对的坏;所谓好的就是绝对的好。--毛泽东 



3.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积极：（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

年人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 

（2）知识分子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洗礼； 

（3）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4）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局限：（1）对东、西方文化绝对否定或肯定 

（2）没有同广大群众相结合 

（3）没有明确提出反帝要求 



材料四 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

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材料五 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

的差使的。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至

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

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新文化运动干将们有没有全面否定孔子和儒学？谈谈你的看法。 

合作探究 



1.背景 

新文化运动造设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1）国内： 

（2）国际： 

2. 传入 

    1918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李大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 



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 

（1）发表了大量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3、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2）出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 

（3）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4）创办工人补习学校 

（5）出版面向工人的刊物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4、意义：《新青年》新篇章 



  前期：
1915—

1919 

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
和愚昧、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思想 

革命 

文学 

革命 

  后期：
1919以后 

主要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 

总结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民主”不仅包括民主制度，更指思想文化，
即民主意识、民主精神。 

 “科学”指科学精神（理性）、科学法则等。 



向
西
方
学
习 

官僚地主阶级 

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 

林则徐、魏源— “师夷长技以制夷” 

洋务派— 洋务运动（“自强” “求富”） 

维新派— 戊戌变法（君主立宪制） 

革命派— 辛亥革命（民主共和制） 

激进派— 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 

马克思主义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 

 器物变革 

  制度变革 

  思想变革 

农民阶级 洪仁玕— 资政新篇 

 经济近代化 

 政治近代化 

 思想文化近代化 

循
序
渐
进
；
不
断
近
代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