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文化运动精品中学课件



第9课

新文化运动
(进步得知识分子)



  新   文

化运动

1、背景、

2、时间、人物、 口号、阵地

3、内容:

4、评价:



新文化运动背景



 1)     建立后,从西方传入得   、  、
      、  等思想观念,受到知识阶层, 
  尤其就是     得欢迎。

 2)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得        ,

   为实现    和   (目得),颁布《  》,

  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背景:

新

旧

新旧思潮发生了激烈冲突。
3)从    年起,进步得知识分子   、 、 、  等,

  通过对                得认真思考,认定要建立

  名副其实得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        。

辛亥革命失败教训

国民性



新文化运动
时间、人物、口号、阵地



新文化运动

兴起时间:

代表人物:

旗帜(口号):

主要阵地:

1915年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

“民主” 和“科学”

《新青年》杂志



新文化运动内容
新文化运动以1918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就是反封建;

第二阶段:宣传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

提倡      ,反对        ;

提倡      ,反对        ;

提倡      ,反对        ;

提倡      ,反对        。

民主 独裁专制

科学 迷信盲从

新道德 旧道德

新文学 旧文学
(向        逆流展开猛烈进攻)尊孔复古

宣传马克思主义
内

容

前期:主要反封建

后期:

   年,  得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  。
  1918年,     在《新青年》上,
   连续发表了《  》和《  》颂扬十月革命。
 为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1918年底,
          等在       创办了《        》。
 从此中国得先进分子用        为精神武器,
 教育和组织人民,将革命推进到一个新时期。

(目得:同封建复古思想作斗争)

发
展
情
况



10

大家应该也有点累了，稍作休息

大家有疑问的，可以询问和交流大家有疑问的，可以询问和交流



对新文化运动评价



历史意义

新文化运动就是我国历史上一次

                   运动。

她启发着人们追求          ,

          探索              ,

③为                      创造了条件。

空前得思想大解放

民主和科学

救国救民得真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传播

对新文化运动得评价

(性质)

历史缺陷:
新文化运动中也有对东西文化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得偏向,这一直影响到后来。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





中国近代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就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得。”
这种说法对不对？为什么？

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得袁世凯,为实现独裁和专制,颁布《中华民
国约法》,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借孔教
作为复辟帝制得工具。这就是违背民主潮流得倒行逆施,必然
会遭到全国人民得反对。陈独秀等人发起得新文化运动,正就
是全国人民反封建斗争意志得集中体现。

不对。



2、有人说新文化运动就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得继续,主要就是指: 都具有反封建得性质

1、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得思想、道德和
   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得闸门。

3、新文化运动与维新运动相比,不同之处在于:

深化了民主科学意识

4、       就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李大钊



材料:“一九一七年得俄国革命,就是二十世
      纪中世界革命得先声”
请回答:

    材料选自《         》,作者就是     。
    她当时还发表了哪篇论文颂扬十月革命？
 

    为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1918年底,

        她还在北京创办了《       》。
     

庶民得胜利 李大钊

《布尔什维主义得胜利》

每周评论

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得就是:

李大钊



材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
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就是‘吃人’ ”。

                     ——《狂人日记》

请回答:

材料选自谁得作品？

作者当时在参与什么运动？

   与她同时参与此运动得主要还有哪些人？

这场运动得口号就是什么？

这场运动得性质就是什么？

鲁迅



新文
化运
动

      背景:

兴起时间:

代表人物:

旗帜(口号):

主要阵地:

历史意义:

历史缺陷:

1915年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

“民主” 和“科学”

《新青年》杂志

提倡      ,反对         ;

提倡      ,反对         ;

提倡      ,反对         ;

提倡      ,反对         。

民主 独裁专制

科学 迷信盲从

新道德 旧道德
新文学 旧文学

(向        逆流展开猛烈进攻)尊孔复古

宣传马克思主义 1)   年,    胜利后
2)发展情况: 

评价
                 。

内
容

前期:基本内容

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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