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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一、百家争鸣合儒家的形成

（一）历史背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根本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变革时代：

          经济上：井田制崩溃，封建经济正在形成

          政治上：分封制瓦解，新兴封建阶级正在形成

          文化上：礼贤下士，学在民间兴起，学术逐渐下移

直接原因：不同阶级代表著书立说，形成“争鸣”局面

（二）、“百家争鸣”的概况：

1、 主要学派：儒家（孔子）、道家（老子）、法家（韩非子）墨家（墨子）

2、 儒家思想的演变：

时代 著作 重要思想主张

孔

子

春秋

圣人” 

《伦语》*

《诗经》《书》《礼》

《易》《乐》《春秋》

a“仁”者爱人（核心） 

b为政以德（民本思想）

c教育思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d编撰文化典籍（六经）

e 人性：“性相近”

f克己复礼

孟

子

战国

亚圣

《孟子》

“恻隐之心

羞恶之心

恭敬之心

是非之心”

A 仁政，省刑罚、薄税

B“民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C“四端说”（仁义礼智）

D 性善论

荀

子

战国

儒家学说集

大成

《荀子》

综合儒家、法家、道家

思想

A施政主张“仁义”“王道”

B 君民关系：“舟水关系”

C 性恶论：但通过礼义、法治改造成君子、圣人 

D 主张“人定胜天”

（三）历史评价：

1 性质特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突出了古代中国特有的民本思想。

2作用：

①奠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推动了文化主流思想儒家形成

②推动古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促使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

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正统地位形成

（一）前提条件（西汉时期）

经济上：西汉时“文景之治”，经济发展，但土地兼并严重

政治上：王国问题依然存在并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

文化上：西汉初年推行“黄老思想”不利于思想统一

主观上：汉武帝“举贤良对策”寻求新的治国之道，董仲舒改造儒学，以“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

感应”被汉武帝采纳

（二）董仲舒新儒学思想概况：

1董仲舒：著作《春秋繁露》 把道家、阴阳五行思想糅合到儒家之中，形成新儒学体系。（儒学神仙体系）

2董仲舒发展儒家思想 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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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

② 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宣扬“君权神授”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

③ 经济上主张：“限民名田”，抑制土地兼并

④ 提出“三纲五常”出世道德标准，并主张“孝道”为“天经”“地义”。

3 汉武帝的举措：

         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起用儒生参与国政

② 兴办太学、立“博士”，传授“五经”、“学而又则仕”

 ③设立郡县学校，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推广儒学

（三）历史影响：

1 西汉儒学特点：

儒学神化体系形成。

糅合道家、阴阳家思想，用“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把君权、神权、父权、夫权贯穿一起的神学体系。

2 作用：

① 标志儒学成为传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确立儒学正统地位

② 保证中央集权，儒生参政，扩大统治基础，提高官僚素质

③ 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形成，巩固儒家文化的地位 

三 宋明理学---“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儒学哲学体系

（一）儒学的发展：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三教并立，开始融合……

2 隋朝时期，“三教归儒”即“三教合一”

3 唐朝时期，三教融合趋势中趋向“理学”，并重注《五经正义》推动儒学新发展。

（二）宋明理学概况： 程朱“理学” + 陆王“心学”

主    张 特点

程颐

程颢

A“天理”是万物的本原，世界先理后有物

B “天理者，人伦也”，天理就是纲常道德

C “仁”与万物俱生的

北宋

客观唯心主义哲学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A“理气论”：世界由理气构成，先理后气

B“道统论”：仁义礼智也是“天理”的反映

C“心性论”:“存天理，灭人欲” 

D 方法论；格物致知

南宋

客观唯心主义

陆九渊 “心学” 

A 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提出“心”就是“理”

的主张

B 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认为天地万物

都在心中

C 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

南宋

主观唯心主义

王阳明 “心学” 

A“宇宙便是吾心”：心就是理，“心外无物”

B“致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存心灭欲” 

C 致良知

D 知行合一 基本上是指，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明朝

主观唯心主义

（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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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质特点：

理学是儒、道、佛“三教合一”，完成了理论化、思辨化进程，形成了儒学理论的哲学体系。

2作用：

为中央集权政治服务+ 严格礼教严重束缚人民思想日益走向历史的反面。

四、明清时期传统主流思想批判

（一）历史背景：

经济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新的社会力量产生……

政治上：专制主义统治进一步强化，封建制度日趋衰落……

文化上：文化专制严重束缚人们思想，反对传统思想出现：

（二）概况：明清时期的四大思想家

著 作 主   张

李贽 《藏书》

《焚书》自称异端

A 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孔子不是天生的圣人，儒家经典也不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

B 批判男尊女卑封建礼教，倡男女平等

C 赞扬历史上“异端” 行为

（改革、起义、恋爱、女皇…）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 A 抨击君主专制，“君主乃天下之大害”

B 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

C 批判“君臣纲”的愚忠

D 主张“工商皆本” 

顾炎武 《日知录》

《天下郡国利病书》

A主张限制君权，扩大地方权。

B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C主张“经世致用”，反对文化专制及心学的空谈理论！

D 注重实学

王夫之 《读通鉴论》

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A世界是物质的 物质是不断变化的 

（三）历史意义

1、对传统儒学唯心体系的批判继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资本主义萌芽后早期市民的进步思想。

2、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的民主思想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3、局限性：资本主义萌芽力量弱小，早期的民主思想不占统治地位，无法撼动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

（四）特点 

反传统，反教条；反封建专制，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

第二单元 中国古代的科技与文化

一、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明发现的国度

（一）前提条件：

经济条件：发达的古代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

政策条件：统一多民族国家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便于集中调动分散的人力、物力资源

劳动条件：各族人民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动力

外部因素：活跃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促使中外文化借鉴

文化因素：历代文化的积累和积淀

(二)古代科技成就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