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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名称

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

教学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历史（基础模块 模块Ⅱ 世界历史）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 ○专业拓展课

所属学科/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历史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2024 级 开课时间 2025.4.8

学 时 1 学时 学生人数 40

使用教材的名称

及出版单位

世界历史（基础模块 模块Ⅱ）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学方式 ○线下 ○线上 ●线上线下混合式

学情分析

本节课的授课对象是中药 240204 班班的学生，虽然有初中历史的学习基础，但是历史逻辑思维能力、

对史料的分析和辨别能力还需要进一步锻炼，因此本课多采用简明易懂的图片和文字史料进行教学，引

导学生通过分析史料得出问题的答案，锻炼历史思维能力。并在初中对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有初步

认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将这二者结合进行思考，明白其中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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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通过史料实证知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产生时间及有关代表人物与

成果，学会观察、分析历史人物、事件的时空观念。

2.学会以史料为依据欧洲思想解放运动出现的原因，认识这些事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理解欧洲思

想解放的历程，树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

3.以史料为依据，对史事进行理性分析和科学的解释，树立尊重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的意识，感悟

人文精神、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

4.比较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增强学生文化自信，树立解放思想、改

革创新的精神。

教学重点
欧洲思想解放运动的内涵及其对世界历史影响

教学难点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之间的逻辑关系

教学环境设计及资源准备 教材、教学软件、导学案、学习通，小组合作学习

设计思想

本课教学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价值观教育与历史知识教学相结合，思政教育与教学实施同向同行，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

合，以学生为主体，以活动为载体，问题引领、任务驱动、合作探究、分析材料、展示成果、精讲提炼的方式，围绕“思想解放”主

题，与课本子目内容相对应的设计了四个环节：“欲望觉醒” “信仰觉醒”“智慧觉醒” “理性觉醒”，以解放人性为线索，把握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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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运动产生的背景、过程、内涵和影响。使学生在思、寻、悟的过程中，提高建构知识的能力。同时践行“课程思政”理念，

通过中西对比强化文化自信，理解人文主义思想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

教学环节及主要教学内容

一、课前预习：

教师以“导学案”上传到学习通课堂，布置学生课前预习，思考有关问题。

二、课程导入：

展示图片《雅典学院》并介绍背景

[设问]：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样的作品？它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现实或者背景呢？

创设情景物质生活满足之后你还想要什么？

三、新课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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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文艺

复兴——

欲望觉醒

1.文艺复兴

的原因

将学生分成四个小组，结合课前预习分别探究文艺复兴、宗教

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四部分有关问题。

1.展示文字和图片史料，提问文艺复兴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材料一：没有美第奇家族，文艺复兴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2.教师总结原因

[小组研讨]学生结合课

前预习探究文艺复兴的

原因、成就及人文主义

的内涵

[回答]

1.美第奇家族扶持文艺

复兴的开展；2.意大利

城市发展，商品经济发

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新兴资产阶级壮大，世

俗活动和个人发展受到

重视；3.黑死病引发人

们对宗教信仰与旧有生

活方式的反思与怀疑。

通过小组研讨，

锻炼学生的史料

实证能力，学生

通过对史料的阅

读，分析文艺复

兴的背景，能够

加深学生对于知

识的掌握以及前

后知识点之间的

关联。并通过认

识文艺复兴的深

层次原因，意识

到“社会存在决

定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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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艺复兴

的成就

1.[设问]文艺复兴运动从 14世纪-17世纪，持续了几百年，其

中有哪些代表人物和作品呢？根据课前预习及所学完成下列

表格。

2.完成表格后，展示相关人物代表作

[展示成果]

小组代表结合课前导学

案，展示所完成的表格

内容。

通过表格和图

片，教师进行介

绍和梳理，使学

生对文艺复兴的

主要代表人物更

加清晰明了，培

养学生的时空观

念。

3.人文主义

的内涵

1.讲解相关文学作品，并展示不同时期画作对比，引导学生找

出不同。

[小组代表讲述]

1.学生回答这一时期的

画作将“神”更加人格

化，更加突出人的特点。

2.学生借助教师讲解理

解人文主义内涵

通过 作品 赏

析，引导学生对

文艺复兴代表人

物和思想内涵进

行分析和评价，

进而总结出作者

作品中对封建道

德和禁欲思想的



6

2.教师总结人文主义的内涵

[教师引导，课程思政]学生们作为中药专业的同学，在未来的

职业生涯中更要注意对于病患的人文注意关怀，发扬人文主义

精神。

抨击，以及对个

性发展的推崇，

使学生更为深刻

的感受到文艺复

兴时期的作品中

所蕴含的人性之

美和人文主义精

神。同时结合学

生专业特点，做

出职业生涯导

向，培养学生职

业素养。

（二）宗教

改革——

信仰觉醒

[过渡]文艺复兴运动使天主教会的权威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人文主义者内部要求改革天主教会的声音越来越强，资产阶级

并不满足于现世生活的小幸福，改革天主教教会更需要的是一

场社会层面的、各个阶层民众都参加的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之

下，宗教改革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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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教改革

的背景

1.展示相关史料和图片，引导学生根据课前预习及再读课文，

思考为什么15-16世纪欧洲社会斗争的矛头指向天主教会？为

什么宗教改革首先发生在德意志地区？

2.讲解：宗教改革相比于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

一步的发展；“人文主义”等思想解放的潮流延伸到了社会下

层民众当中，对“人性”和“欲望”的重视程度愈发高涨，人

们要求享乐的思想愈发强烈。1517 年，德意志的马丁·路德将

《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滕堡教堂的大门上，由此拉开了宗教

改革的序幕。

[小组探究总结原因]

政治因素：罗马教廷的

长期盘剥，激化社会矛

盾；

经济因素（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

要冲破天主教会的神权

统治的阻碍；

直接原因：教皇兜售赎

罪券。

通过小组探究，

阅读教材、材料，

提取相关信息，

了解宗教改革的

背景和德意志地

区首先出现宗教

改革的原因。以

此培养学生获取

信息解释历史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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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教

改革的爆发

[教师引导]阅读下列材料，思考马丁·路德的主张与教会

的主张有何不同？

[教师引导]天主教会宣扬：“因行称义”；马丁·路德主张：

“因信称义”。

[小组代表展示]

归纳展示“因信称义”

就是指人的灵魂获救依

靠自己的信仰而不靠繁

琐的宗教仪式。

通过对宗教改革

内容的理解，引

导学生学会从内

容分析历史事件

的影响。理解信

仰得救，实际上

是相信自己的力

量，是人文主义

精神的体现，进

而否定教会的权

威，解放思想。

3.宗教改革

的影响

[教师总结]通过对“因信称义”的解释，得出宗教改革的

实质是是一场资产阶级在宗教外衣掩饰下发动的反对罗马神

权统治的思想政治社会改革运动。

[总结]与教师共同总结

理解宗教改革的影响

通过对宗教改革

影响讲解，进一

步加强理解宗教

改革也是一场思

想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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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

革命——

智慧觉醒

1.教师总结：宗教改革的影响下，欧洲各国形成新的教派，他

们认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同上帝“沟通”。因而重视研究宇宙、

自然的观念，这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2.总结表格，科学革命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革，推动了生产力

的发展。

[小组探究]阅读课本第

37 页-38 页，填写表格，

并展示。

以学生活动为

主，体现学生的

主体地位，有效

检测学生的课前

研习情况，培养

学生的历史表述

和增强自主探究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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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启

蒙运动—

—理性觉

醒

1.启蒙运动

诞生的条件

[过渡]运用教材第 38 页内容伏尔泰返回巴黎的故事，引出启

蒙思想。

引导学生小组讨论启蒙运动诞生的条件

框架：政治、思想、阶级

[小组探究]分组讨论启

蒙运动诞生的条件

经济：欧洲资本主义经

济进一步发展；

思想：文艺复兴、宗教

改革和近代科学的发

展，进一步解放思想；

阶级：新兴资产阶级要

求摆脱专制王权和教会

的思想束缚。

学生依据所学知

识自己概括推理

新的知识，再次

加深对此前文艺

复兴和宗教改革

背景的认识，同

时将知识内化并

产生出新的理

解，有助于锻炼

学生的历史思维

能力；小组讨论

的学习方法能够

将所有学生都囊

括在内，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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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启蒙运动

的进程

[过渡]17 世纪，英国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想；18 世纪，法国成

为启蒙运动的中心；18 世纪后期，启蒙运动达到高潮，扩展到

欧洲其他国家及北美地区。

[引导]根据材料概括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代表思想，并总结启

蒙运动的精神内核。

[总结]启蒙思想家把理性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他们不再

承认外界的任何权威，不管是神学的还是王权的。宗教、自然

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

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他们高举民主，科学的

大旗，宣扬理性真理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提出了代替旧的

封建腐朽制度的新社会制度。

[小组探究]根据教材内

容及以下材料，概括法

国启蒙思想家们的代表

思想，并总结启蒙运动

的精神内核。

孟德斯鸠：三权分立，

权利之间相互监督、制

衡。

伏尔泰：反对君主专制

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

批判天主教会；主张人

们拥有言论自由。

卢梭：主权在民，自由

平等、天赋人权；主张

建立社会契约。

教师引导学生学

习了解启蒙运动

的背景、发展历

程、代表人物和

意义，锻炼学生

对于史料实证的

理解能力，并理

解蕴藏在启蒙运

动背后的“理性”

精神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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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蒙运动

的影响

[总结]展示材料，总结启蒙运动的影响。 [总结]学生根据课本内

容先自我总结，后与教

师一道总结理解启蒙运

动的影响。 锻炼学生对于史

料实证的理解能

力，引导学生进

一步理解启蒙运

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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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对比

[引导]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本质上是与旧权威的激烈对抗，并

带有一定局限性常伴随冲突如宗教战争，且后期与殖民扩张绑

定。

大家之前学习了中国历史，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思想解放运

动是什么?两者比较一下，有何不同？

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如“百家争鸣”儒、道、墨等学派在

无单一权威压制下自由辩论，形成多元思想体系。孔子“和而

不同”理念至今影响中国对外交流。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但

不等于排外，而是要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实现。我国

正以文明古国的智慧为全球提供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文化发展

方案。这种基于历史底蕴与当代创新的自信，才是真正可持续

的软实力。

[讲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是近代欧

洲思想解放运动的四个发展阶段，都体现了不同程度的觉醒，

虽然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和特点，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内

涵，即人文主义。这些都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思想和理

论基础。

[小组探究]学生对比中

西不同的思想解放运动

引导学生思考中

外不同的思想解

放运动，树立时

空观念，增强学

生的文化自信，

使学生意识到思

想解放是社会变

革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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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总结

总结本课所

学

学生跟随教师思路梳

理整课内容。

[设计意图]：首

尾呼应，使学生

掌握四个子目之

间的逻辑递进关

系，升华主题。

课后拓展

布置学生搜集更多关于欧洲思想解放运动的文艺作品，分析作品如何体现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摘录思想名言

上传至学习通课堂。

教学反思

本节课内容较多、跨度很大，理论性比较强，教学达成了预期的目标。主要在于：一是使用较多的史料，并注

意材料本身的难易程度，不仅让学生读懂材料，而且能从材料中获取所需信息；二是注意课堂时间的整体把控；三

是引导学生进行中西方思想解放运动比较，增强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