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历史新文化运动教案(模板8篇)
教案的设计应该符合教学原则和教学目标，能够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四年级语文教案：《大头儿子小头爸
爸》》

初中历史新文化运动教案篇一

建构主义教学观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
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在高中历
史教学中，学生的活动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倡导学生主动
参与、乐于探究。在本节课教学设计中，主要是利用创设情
景等活动培养学生观分析问题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并根据所学分析社会现象,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活动教学设计】

模式：

课前准备活动反思

教师：查找资料播放歌曲创设情景知识拓展自我评价

制作课件引入课题引导设问整理总结找不足

学生：观察分析，思考讨论

建构知识，培养能力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了解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理解新文化运动
的主要内容，探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过程与方法：运用问题引导，使学生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和解
读得出结论，做到论从史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新文
化运动中为改造黑暗的旧中国而进行的新的探索，认识中国
要富强，必须提倡民主与科学。感受新文化运动中主要代表
人物在反封建斗争中表现出的无畏的探求真理的精神，激发
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教学重难点】

重点：新文化运动内容

难点：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

【教学方法】

教法

学案导学法---指导学生梳理知识体系

情景教学法---使学生身临其境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史料教学---培养学生分析材料的能力

学法

自主学习---完善知识结构

小组讨论---提高合作探究意识

【课时安排】

1课时

【课前准备】



学生准备：

1、针对学案预习本节内容。

2、撰写两百字演讲稿。

教师准备：

1、在图书馆和互联网上查找新文化运动的相关资料。

2、课件制作

【教学过程】

学习

内容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

通过优美的歌曲以及简明的文字材料对民主思想的传播有一
个整体认识，思考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激发兴趣

导入新课

1、新文化运动背景

(展示幻灯片3和4)：新文化运动前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
的相关图片和资料。

设问：新文化运动前，我国经济、政治、思想上分别是怎样
的情形呢？

引导学生从已掌握的知识和现有材料得出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学生根据材料和课本知识，自由发言，生生互动，相互补充。

总结归纳出新文化运动背景：

（1）经济上：一战期间，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根本原因）

（2）政治上：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推行专制统治；帝
国主义加紧侵略。

（3）思想文化上：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介绍到中国，民主共
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直接
原因）

通过图片和材料展示思想解放前的社会心态和政治氛围，培
养学生从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能力，初步感知新文化运动的必
要性。

2、新文化运动概况(展示幻灯片6和7)：

新文化运动基本概况表，并简单介绍蔡元培的办学方针。

学生阅读教材完成表格。

通过介绍让学生感知蔡元培等人无畏探索真理的精神。

3、新文化运动内容

(展示幻灯片8)：将内容与巴金的小说《家》结合起来。

(展示幻灯片9)：将学生分为两组--高老太爷组和觉慧代表组，
让两组同学根据不同的情景进行讨论。

(展示幻灯片10)：引导学生通过陈独秀的一句话来体现当时
的时代背景。



针对两组学生分别设问：

1、高老太爷组：对待国家命运的变化是什么态度呢？

2、觉慧代表组：如何改变高老太爷的这种态度？

得出结论：新思想、新文化需要借助通俗易懂的文字，才能
普及到大众中去。

展示陈独秀和胡适的两段材料进一步引导学生分析文学革命
的内容。

设问：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继续学习文言文

(展示幻灯片11)觉新与梅的爱情

(展示幻灯片12)琴与母亲的`对话

小组辩论：琴该不该去觉慧的学校读书？

导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设问：新文化运动为什么将斗争矛头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
家思想？在这一问题的引导上，采取由难化简的设问方式提
出三个小问题：

（1）儒家学说有怎样的社会地位？

（2）儒家学说的核心强调的是什么？

（3）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又是什么？

两组学生分别就当时的社会现象表明自己的观点。

了解文学革命的内容



正确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思考并讨论民主与科学的含义

讨论回答:儒家思想强调的封建等级观念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
民主平等违背。

通过两组学生的对话使学生容易理清文学革命与“民
主”“科学”之间的历史逻辑关系，同时也将教材内容重新
整合，这样做恰恰是为了强调“民主”与“科学”，努力实
现历史过程和历史逻辑的统一。

通过小组合作

组间协作获取信息

通过小组辩论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其内涵。

4、新文化运动评价

(展示幻灯片12)蜕变：高家三兄弟随着新文化运动开展，思
想发生一系列变化。通过这些变化让学生总结新文化运动的
影响。

(展示幻灯片12)通过两则材料来进一步引导学生解析新文化
运动的局限。

(展示幻灯片13)向学生推荐几个书目和影片

讨论回答：觉新的变化体现了民众的觉醒，觉慧对旧家庭的
反抗体现了新一代民主青年的成长，觉民人生道路的变化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著名教育家杜威提出：“从做中学”。通过两组学生的自主
探讨，可以身临其境去感受新文化运动后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在一系列的讨论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加强了学生问题
意识的培养。

培养学生情操，还能从著作中去感受当时的社会变迁。

5、拓展延伸(展示幻灯片14)主题讲演：

学生活动：通过提前准备的演讲稿抒发自己的感想

通过这一个主题演讲，让学生将过去与现在结合起来，使学
生更好的理解“民主”“科学”的内涵，也进一步升华情感。

【板书设计】

经济

背景政治

思想

初中历史新文化运动教案篇二

作者：admin 资源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课标要求】

列举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了解新文化运
动在中国近代思想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教学目标】

一、识记与理解

记住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间、标志、主要代表人物，简述新
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和主要内容。



二、能力与方法

通过对新文化运动兴起原因的分析，使学生认识思想文化是
当时政治经济状况的反映，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又对政治、经
济发挥反作用；通过对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的分析和探讨新
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和创新学习的初步能力；收集并阅读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品，从作品中深化对新文化运
动的认识，从而提高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和阅读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了解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历程，使学生学习新文化运动的
倡导者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而不断追求真理的奋斗精神，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感；从新文化运动时期饱
含激情的作品中，体会一种努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认
识人生的意义总是将个人的价值融于社会价值之中。

【重点难点】

一、重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二、难点：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原因

【授课类型】 新课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准备】

课前指导学生通过书籍、网络等查阅有关资料，教师研读课
标、教材，撰写教案，制作多媒体课件。

【教学方法】 教学目标导学法、读书指导法、讨论法、谈话



法、图示法等多法结合。

【教具（媒体）】 计算机及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新课引入：

学生观看《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胜利成果》和《袁世凯复辟
帝制》等资料，指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
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
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辛亥革命并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性质，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革命的胜利果
被袁世凯所攫取。为了根除封建思想，在思想领域进行反封
建运动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课件出示课题）第8课 新文化运动

学习新课：

（课件出示）

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设问：

1、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2、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是什么？代表人物有哪一些？

3、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在哪里？

（师生自主学习，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教材第43—44页，
找出答案，对于学生无法得出答案的问题师生进行共同探究，



得出结论）

1、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引导学生归纳）（1）政治上，北洋军阀实行独裁专制统治

（2）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3）思想文化上，掀起尊孔复古逆流（直接原因）

（指导学生掌握分析历史背景的方法，一般从政治、经济、
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归纳，指出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的尊孔
复古逆流虽是其直接原因，而政治、经济领域的原因则是其
深层次的原因，并让学生认识到，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
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认识事物要全面。对于
政治、经济上的原因，教师可做简单叙述补充，而思想领域
的原因的认识的时候，可出示《袁世凯穿起祭祀服在天坛祭
天》图，认识其实质和目的实质并非是真的尊孔复古，吸收
儒家文化的精髓，而是借此恢复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为其
复辟帝制进行大造舆论）

2、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间、标志、代表人物、主要阵地

在学生阅读教材的基础上出示图片《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陈
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新青年杂志》
等图片，并出示板书：

时间：1915年9月

标志：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

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

主要阵地：《新青年》和北京大学



（以上内容，尽量由学生归纳总结，在归纳代表人物的时候，
运用图片出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的图片，逐一
进行介绍，并说明，在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采取兼收并
蓄的方针，邀请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到北大任
教，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齐集北大，而他们的新思想又主
要通过《新青年》杂志进行发表，所以《新青年》和北京大
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课件展示第二版块）

二、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要内容

（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教材，找出答案，教师逐一进行
讲解，认识其内容其实就是“三提倡三反对”）

1、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出示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材料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
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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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
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指出）

“德先生”（democracy）指的是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用以反对封建专制；“赛先生”（science）指科学，包含自然
科学和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及对事物看法的科学态度。

由于当时尊孔复古的思想很严重，反对借孔孟之道恢复封建
礼教和封建迷信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突出问题，而反对迷信只
能借助科学，同时，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制度来批判在当



时还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不但新鲜，而且对科学
在中国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中国的广大青年
和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献身科学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民
主”和“科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两大口号和主要内
容，成为了新文化运动“新”的特点，从而为启发国民冲破
封建思想的束缚起了重大作用。

（过渡）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同时也是一
场文学革命。

2、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课件出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部分内容：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
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
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
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引导学生认识到，胡适所提出的文学改良的主张，其实质就
是从文学形式和内容上同时进行改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于是，白话文在全国推广起来，其中，鲁迅的白话小说《狂
人日记》和胡适的白话诗成为了其中的典范。在《狂人日记》
中，鲁迅用辛辣的笔调，外科手术般的手法对封建道德进行
了猛烈的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
吃人的历史，号召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推翻那吃人的旧社会。

（在此基础上，出示胡适的新诗《老鸦》，学生集体朗读）

一

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顶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欢喜！

二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提人家飞。

也不能系在竹竿头，赚一把黄小米。

引导学生体会旧体诗和新诗的区别，认识文学是思想的载体，
明确作者的写作意图，认识提倡新文学的本质是推动西方民
主和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

（过渡）在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俄国爆发了著
名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
了民族解放和复兴的希望，新文化运动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
的历史阶段。

（课件展示第三版块）

三、新文化运动的新阶段

设问：

1、在十月革命后，新文化运动的特点和内容有什么变化？

2、最早在中国举起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大旗的人
物是谁？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指出：

十月革命后，新文化运动的新内容就是宣传十月革命和宣传



马克思主义，而在中国首先举起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大旗的人物就是李大钊。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
表了两篇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热情地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同
时，在1918年，李大钊、陈独秀等创办了《每周评论》杂志，
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
主义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邓中夏、周恩来等一批先进青年纷纷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先后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课件展示第四版块）

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引导学生从前期内容的三提倡三反对到后期宣传十月革命
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分组讨论，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指出）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西方
的器物制度，以地主阶级掀起的洋务运动为代表，主张学习
西方的军事技术，成为了近代化的开端；第二阶段是学习西
方的政治制度，以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的戊戌变法和革命派
掀起的辛亥革命为代表，对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自然
科学起了思想启蒙作用，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而新文
化运动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
传统的文化和思想进行了反思、批判和宣战，高扬民主和科
学两面大旗，对人们的思想进行了一场大洗礼，促进了中国
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
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进一步设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新文化运动代表了一种什
么精神？（探索精神、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与时俱进
的时代精神等等）



【巩固小结】

引导学生归纳本课的基本知识结构，并用歌诀进行记忆：

新旧思潮起冲突，《青年杂志》运动搞。民主科学摇大旗，
陈李胡鲁做代表。十月革命送曙光，马克思主义响中国。新
文化运动载史册，人们思想大解放。

【达标训练】

1、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是（）

a、《青年杂志》的创办 b、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c、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 d、鲁迅发表《狂人日记》

2、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宣传（）

a、民主和科学 b、救亡图存

c、自强求富 d、马克思主义

初中历史新文化运动教案篇三

列举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了解新文
化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1、知识与技能：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胡适首创“文学改
良”、鲁迅李大钊的代表作

2、过程与方法：自学与同学合作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爱国自强、不断求索、勇于实践；客
观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



1、重点：《新青年》的创办；胡适、鲁迅与新文化运动

2、难点：如何认识新文化运动在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的
地位和作用。

知识点：

（一）创办《新青年》

（1）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以
《xx 》为阵地，高举和的大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2）新文化运动

提倡xxx，反对xxx；

提倡xxx，反对xxx；

提倡xxx，反对xxx；

提倡反对，斗争锋芒直指维护封建统治的。

（二）文学革命

（1）1917年，胡适发表了《xx 》，随后，陈独秀发表了《xx》，
由此掀起了文学革命。

（2）鲁迅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他创作了《xx 》《xx 》等文学
作品，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成为中国近代伟大的文学家和
思想家。

（3）“新世纪的曙光”

（4）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xx 》和《xx 》两



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5）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它大大激发了广
大青年的热情，促使人们冲破探索的新出路，为在中国的传
播创造了条件。

1、填表：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可总结为四提倡、四反对，请你
把相应的内容填入表中

提倡 反对

提倡 反对

提倡 反对

提倡 反对

2、议一议：为什么人们打这场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性质是
什么？

3、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影响？

4、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是什么？主要代表人物有那几位？

初中历史新文化运动教案篇四

（一）课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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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了解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识记新文化运



动兴起的标志、主要阵地、代表人物、旗帜、活动基地。概
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马
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的历史意义。

2、过程与方法：

（1）围绕“思想解放、探索救国”这一主题，通过“新旧碰
撞风云起”、“破旧与立新铸国魂”、“十月惊雷现曙光”
三个环节，引导学生学习和探究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内
容和影响。 (2)引导学生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和解读得出结论，
做到论从史出，以培养学生阅读、理解、分析材料的能力。

（3）设计一些问题交给学生讨论，让学生在探究、交流、讨
论中形成认识，学会合作学习，并能以此培养学生利用所学
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重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本课难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四）教学方法

1、教法：注重史料教学，力争论从史出；创设情景，巧妙设
问、引导和点拨。

2、学法：自主学习、探究和合作学习相结合

（五）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

（六）课时安排

1课时



课前打出幻灯片：本课标题《第15课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播放歌曲《最美的歌献给你》的旋律。

【设计意图】渲染气氛，提前调动学生的情绪，为新课讲授
做铺垫。

（一）导入新课：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来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中国思想解放的潮
流、探索救国的脚步，然后播放幻灯片，说明辛亥革命后，
思想解放依然继续，探索救国还在前行。

展示课题：《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设计意图】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利用激昂的旋律、
熟悉的图片、激情的语言进行课堂导入，可以渲染气氛，引
出本课的主题，激起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产生进一步探究的
强烈愿望。 (二)新课讲授：

一、“新旧碰撞风云起”——看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教师：这些新变化是否意味着中国就能实现富强吗？请同学
们看一段视频，从中概括民国初年中国的社会的政治思想逆
流。

学生：……

教师：从视频中可以看出，“作为共和国大总统的袁世凯，
却也大搞帝制复辟和尊孔复古”，这种倒行逆施，资产阶级
会答应吗，他们又会如何的选择呢，于是在新与旧的碰撞中
一场风云席卷而来，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教师：介绍一本激情洋溢的刊物，一所激情四射的学校，一
群激情飞扬的人物，感悟他们如此年轻却已经站在时代的前



沿，敢于担当。

教师：请同学们快速阅读教材73页，从宏观上把握新文化运
动的主要内容。学生活动后，展示幻灯片“新文化运动的内
容”。

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内涵

1、国家的角度：共和之殇

教师：共和政体名存实亡，主要是什么思想未清除？那新文
化运动人士又是如何回答的呢？

材料一“国人等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即民主）
并重。”——《敬告青年》

材料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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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历史新文化运动教案篇五

《新文化运动》教学设计

浙江省瑞安中学 李晓敏

一、课程标准：

知道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了解新文化运
动在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设计思路：

主标题：“一本杂志与一场运动”，副标题：重返新文化运



动。以1915年新文化运动为历史现场，以陈独秀办刊物为线
索，落实三维目标。

三、教学流程：

导入：人类社会之所以始终存在希望，是因为每当黑暗笼罩
时，总有思想的先驱掏出燃烧的心举过头顶，拆下肋骨当火
把，照亮前行的路——题记。

生：林则徐、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

屏幕显示：“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陈
独秀” 这次陈独秀的探索目标锁定在哪里？改变国民思想。
他想通过什么途径？办杂志。

这堂课我们就从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这本《新青年》杂志入
手重返新文化运动的现场，看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的先驱们如何将犀利的文章化作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刺
向封建专制，封建礼教。

师：当时要办好这本杂志，还需要哪些必要的环节？

1．社会调查：突破新文化运动背景。

我们先借助民国元年的这套老教材看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
屏幕呈现材料：

图片：1912年面世的《共和国小学教科书》

从民国元年教科书编委会的编书宗旨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受知识阶层欢迎。 但当时社会的统
治者和国民的思想又是怎样的呢？ 屏幕显示：

材料一 1914年12月，袁世凯率领百官，在孔庙演出一场“祭
孔”丑剧。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百姓门户前的对联

师：通过这两幅图片，我们又看到了民国社会的哪些现象？
学生回答：袁世凯为实现独裁和专制，推行“尊孔复古”逆
流；国民仍深受专制思想影响。

师：透过刚才这两个侧面的调查，同学们会得出什么反馈结
果？

生：自由发言

师：确实，民国初期的新旧思潮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正如历
史学家陈旭麓所说“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
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
的落差产生了巨大的波潮，于是而有新文化运动。”

过渡：面对现实的黑暗，陈独秀将聘请哪些特约专栏作家来
冲破旧思想的藩篱？

2．聘请作家：落实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

他们符合《新青年》杂志定位的有哪些作品？ 学生看书本回
答。

通过这些作品他们想传递哪些思想？

我们先来看陈独秀。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
青年》，希望青年能进取、向上。而他最有影响力的想法则
发表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这篇文章中。

我们在看看李大钊的文章：《孔子与宪政》《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师：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又能看到哪些那个时代的思想精华？

生：猛烈抨击儒家伦理道德；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师：接着来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中，胡适
提出了哪些新观点？

生：主张文学革命，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过渡：为推广白话文，胡适还身体力行，写了很多白话诗，
我们来欣赏其中一首。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远。 剩
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生：有意义，白话文更浅显易懂，方便了文化的传播；但确
实有点“无病呻吟”的缺点。就这个问题，胡适自己是这么
解释的。

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
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
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
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胡适《自序》

师：在文学革命遇到瓶颈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他
就是——鲁迅。读完《狂人日记》这段文字，结合胡适刚才
的话，分析鲁迅在新文化运动的特殊贡献。

生：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同新文学形式结合，树立新文学的
典范。 师：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回顾，归纳新文化运动有哪
些内容？咱们全班同学一起来填空。

过渡：有了充实的内容后，我们下面来帮着设计版面。为了



加强与读者的互动，我们把第四版预留。请大家结合新文化
运动的内容，给前三个版块定个合适的名称。

3．版面设计：新文化运动内容的再运用。 学生自由发言。

如：第一版：民主科学；第二版：平等博爱；第三版：文化
视角；第四版：编读往来

4．编读往来：明确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师：这场规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
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创造了条件。 课堂小结：

初中历史新文化运动教案篇六

(一)课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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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了解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识记新文化运
动兴起的标志、主要阵地、代表人物、旗帜、活动基地。概
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马
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的历史意义。

2、过程与方法：

(1)围绕“思想解放、探索救国”这一主题，通过“新旧碰撞
风云起”、“破旧与立新铸国魂”、“十月惊雷现曙光”三
个环节，引导学生学习和探究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内容



和影响。(2)引导学生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和解读得出结论，做
到论从史出，以培养学生阅读、理解、分析材料的能力。

(3)设计一些问题交给学生讨论，让学生在探究、交流、讨论
中形成认识，学会合作学习，并能以此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
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重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本课难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四)教学方法

1、教法：注重史料教学，力争论从史出;创设情景，巧妙设
问、引导和点拨。

2、学法：自主学习、探究和合作学习相结合

(五)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

(六)课时安排

1课时

课前打出幻灯片：本课标题《第15课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播放歌曲《最美的歌献给你》的旋律。

【设计意图】渲染气氛，提前调动学生的情绪，为新课讲授
做铺垫。

(一)导入新课：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来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中国思想解放的潮



流、探索救国的脚步，然后播放幻灯片，说明辛亥革命后，
思想解放依然继续，探索救国还在前行。

展示课题：《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设计意图】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利用激昂的旋律、
熟悉的图片、激情的语言进行课堂导入，可以渲染气氛，引
出本课的主题，激起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产生进一步探究的
强烈愿望。(二)新课讲授：

一、“新旧碰撞风云起”——看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教师：这些新变化是否意味着中国就能实现富强吗?请同学们
看一段视频，从中概括民国初年中国的社会的政治思想逆流。

学生：……

教师：从视频中可以看出，“作为共和国大总统的袁世凯，
却也大搞帝制复辟和尊孔复古”，这种倒行逆施，资产阶级
会答应吗，他们又会如何的选择呢，于是在新与旧的碰撞中
一场风云席卷而来，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教师：介绍一本激情洋溢的刊物，一所激情四射的学校，一
群激情飞扬的人物，感悟他们如此年轻却已经站在时代的前
沿，敢于担当。

教师：请同学们快速阅读教材73页，从宏观上把握新文化运
动的主要内容。学生活动后，展示幻灯片“新文化运动的内
容”。

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内涵

1、国家的角度：共和之殇

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新青年》



初中历史新文化运动教案篇七

导入

采用谈话法导入

北大以及北大校训中的民主、科学与我们今天要学的历史事
件有密切关系。现在就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年前，去了解
那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而进行的新文化运动。

新课讲授

问：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当时的中国呈现的
是什么样的景象？

一、时事所逼：《新青年》的创办

1、背景（1）、经济

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3.）
思想上

为了给复辟帝制大造思想舆论，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
普通老百姓感受不到革命带来的好处，更倾向于怀念浩荡的
皇恩；但另一方面，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换来民主共和在中国
的实现，却使民主共和思想在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的影响。
爱国知识分子对现状不满，问：面对当时的状况，你认为他
们怎么做才能改变现状，让中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学
生回答后，师：我们看看陈独秀是如何思考的？）

b．打击袁世凯尊孔复古行径 c．抨击立宪道路号召暴力革命

d．批判封建思想唤醒民众觉悟 陈独秀认为要实现共和，必须
先要进行思想革命。“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共和的旧思



想，洗刷干净不可。”

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经过3个月的忙碌，9月15日，《青
年杂志》问世了，就是这份杂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展示

《青年杂志》创刊号

杂志封面简介

2、兴起、发展

蒙运动的思想革命。没有,就要补上,不补上革命就不能成功。

2、《新青年》成长记 展示

…… 4、1926年7月，停刊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陈独秀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
编辑部随陈独秀北上，此后陈独秀打造了一批以北大教授为
主体的强大编辑团队。《新青年》可以说是从一个省级刊物
变成了全国性刊物。所以《新青年》名声鹊起在很大程度上是
“借重”了北大宽松的教育环境和文化资源。

（过渡）通过上面的学习，我们知道了陈独秀对之前国人的
救国之路

进行反思后，希望通过创办报刊来洗刷旧思想，那要向国民
宣传什么新思想呢？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
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



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
旧文学。”

——陈独秀《 新青年罪案之答辫书》

二、新文化运动内容、评价——前期 问：为什么要提倡民主
和科学呢？

1、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
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问：这句话的核心词是什么？科学与人权（民主与科学的口
号就源于此）

这两个概念都不是这时才引进到中国的，如果老调重弹，就
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那新文化运动宣传的民主、科学与之
前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侧重于思想方面的启蒙，所以他
们强调的是民主意识、科学精神。

民主不仅指人民享有主权，权力制衡等政治民主，还包括共
和、宪政、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新文化运动的
领袖们都不是科学家，他们所强调的是希望中国人养成尊重
科学的态度，树立起依照科学办事的精神，了解最基本的科
学方法，反对迷信、反对偶像崇拜、宣传进化论、唯物论、
无神论等。

过渡： 他们认为只有这两位外来的先生才能救中国，对西方
文化全盘肯定。“认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
教”，下面我们来学习：

2、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问： 提倡民主为什么要把矛头指向旧道德、指向孔教？

“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
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于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
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

——陈独秀《复辟与尊孔》

展示材料

“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孔

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
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法问题解决之先。”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 问：这则材料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问：旧道德指什么，有什么具体的危害？（学生回答后，教
师出示史料讲解）

“君为臣纲，则臣与君为附庸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父
为子纲，则子为父附庸品……夫为妻纲，则妻与夫为附庸品，
而无独立之人格。……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
属人之奴隶道德。”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

ppt 胡适

“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
神的运输品。”

——胡适《尝试集自叙》 打开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使新思
想从小众走向大众，就不能用艰涩难懂的文言文，必须要进
行文学革命，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１９１７ 年１ 月,



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
１９１７ 年２ 月,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期发表了
《文学革命论》。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好不好？我们来看看
当时的几则代表性的材料：

ppt

我们以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
古文而生存！

——鲁迅《三闲集 无声的中国》 “不得新而先殒其旧，„„
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

——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1917年

陈独秀、鲁迅他们的思想有点过激，但文学革命

1、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与普及提供了文化载体，进一步
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2、促进文学的发展，出现一大批白话文的新文学作品。

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1、积极性

“1913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最崇拜的人物”问卷统计
表……； 1924年北京大学“最崇拜的人物”问卷统计
表……”

问：从材料一到材料二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前后青年人的思想
发生了怎

么样的变化？



2、局限

对东、西方文化存在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的偏向； 没有同群
众运动相结合；没有正面提出反帝。

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采用学生自主学习法）

1、原因

2、首据大旗的李大钊

2013年天津13

在北京大学1918年11月所组织的演讲中，李大钊说：‚我老老
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
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
的庶民。„„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
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6日

本课总结

结语

《新青年》在今天

展示

《新青年》首现 简 体 横 排 版

今天出版《新青年》旨在引导青年人重温这个曾经影响一代
人的时代经典，以唤起青年们的觉醒与振作。《新青年》所
倡导的民主、科学、人权，依然散发着灿烂的光芒。为了使
我们国家的民主法治更完善，为了实现我们的科技强国之梦，



我们应该象陈独秀他们一样，勇于担当时代重任。下面用一
句话来与大家共勉：（齐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业： 孔子的遭遇

初中历史新文化运动教案篇八

《新文化运动》教学设计

浙江省瑞安中学李晓敏

一、课程标准：

知道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了解新文化运
动在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设计思路：

主标题：“一本杂志与一场运动”，副标题：重返新文化运
动。以1915年新文化运动为历史现场，以陈独秀办刊物为线
索，落实三维目标。

三、教学流程：

导入：人类社会之所以始终存在希望，是因为每当黑暗笼罩
时，总有思想的先驱掏出燃烧的心举过头顶，拆下肋骨当火
把，照亮前行的路——题记。

生：林则徐、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

屏幕显示：“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陈
独秀”这次陈独秀的探索目标锁定在哪里？改变国民思想。
他想通过什么途径？办杂志。



这堂课我们就从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这本《新青年》杂志入
手重返新文化运动的现场，看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的先驱们如何将犀利的文章化作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刺
向封建专制，封建礼教。

师：从陈独秀的话和杂志名称可以看出，他的杂志是如何定
位的？生：面向青年，启迪民智

师：当时要办好这本杂志，还需要哪些必要的环节？

1．社会调查：突破新文化运动背景。

我们先借助民国元年的这套老教材看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
屏幕呈现材料：

图片：1912年面世的《共和国小学教科书》

从民国元年教科书编委会的编书宗旨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受知识阶层欢迎。但当时社会的统
治者和国民的思想又是怎样的呢？屏幕显示：

材料一1914年12月，袁世凯率领百官，在孔庙演出一场“祭
孔”丑剧。

材料二辛亥革命后百姓门户前的对联

师：通过这两幅图片，我们又看到了民国社会的哪些现象？
学生回答：袁世凯为实现独裁和专制，推行“尊孔复古”逆
流；国民仍深受专制思想影响。

师：透过刚才这两个侧面的调查，同学们会得出什么反馈结
果？

生：自由发言



师：确实，民国初期的新旧思潮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正如历
史学家陈旭麓所说“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
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
的落差产生了巨大的波潮，于是而有新文化运动。”

过渡：面对现实的黑暗，陈独秀将聘请哪些特约专栏作家来
冲破旧思想的藩篱？

2．聘请作家：落实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

他们符合《新青年》杂志定位的有哪些作品？学生看书本回
答。

通过这些作品他们想传递哪些思想？

我们先来看陈独秀。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
青年》，希望青年能进取、向上。而他最有影响力的想法则
发表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这篇文章中。

我们在看看李大钊的文章：《孔子与宪政》《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师：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又能看到哪些那个时代的思想精华？

生：猛烈抨击儒家伦理道德；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师：接着来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中，胡适
提出了哪些新观点？

生：主张文学革命，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过渡：为推广白话文，胡适还身体力行，写了很多白话诗，
我们来欣赏其中一首。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远。剩下
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生：有意义，白话文更浅显易懂，方便了文化的传播；但确
实有点“无病呻吟”的缺点。就这个问题，胡适自己是这么
解释的。

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
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
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
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胡适《自序》

师：在文学革命遇到瓶颈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他
就是——鲁迅。读完《狂人日记》这段文字，结合胡适刚才
的话，分析鲁迅在新文化运动的特殊贡献。

生：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同新文学形式结合，树立新文学的
典范。师：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回顾，归纳新文化运动有哪
些内容？咱们全班同学一起来填空。

过渡：有了充实的内容后，我们下面来帮着设计版面。为了
加强与读者的互动，我们把第四版预留。请大家结合新文化
运动的内容，给前三个版块定个合适的名称。

3．版面设计：新文化运动内容的再运用。学生自由发言。

如：第一版：民主科学；第二版：平等博爱；第三版：文化
视角；第四版：编读往来

4．编读往来：明确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师：这场规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



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创造了条件。课堂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