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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

l前5世纪中叶以后（奴隶制）

l古希腊人文思想、智者学派等
产生

l14－17世纪（近代）

l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l17－18世纪

l启蒙运动

第六单元 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与发展
（单元线索）



    公元前7世纪以前的希腊神话
时代，宙斯是众神之王、人类之
王，人们按神谕安排事情。

“万物皆源于水，又复归于水”
        ——泰勒斯(公元前6世纪)

“世界是一团永恒的火”
      ——赫拉特利特(公元前6世纪)

  “人是万物的尺度”——公元前5世
纪中叶

以上三个时期希腊人关注的对象有何变化？

神

自然

人



[学习目标]

  了解古代希腊智者

学派和苏格拉底等人

对人的价值的阐述，

理解人文精神的内涵。

  重点：普罗塔哥
拉、苏格拉底、亚
里士多德等人的观
点，古希腊人文精
神的内涵。
  难点：探究古希
腊智者学派和苏格
拉底等人对人的价
值阐述的影响。

第16课 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



何谓“人文精神”？

    狭义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以人
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张扬人的理性。 

    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人
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理性，对真理的追
求。

  “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是：

①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

②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



一、智者学派：

§为什么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会出现
智者学派？

§智者学派的思想主张有哪些？

§如何评价智者学派的思想主张？

思考探究：

“人是万物的尺度”



(1)古希腊奴隶制经济繁荣

(2)奴隶制民主政治高度发展；

(3)平民参与政治生活,人在社会的地位日益
突出

1.智者学派产生的背景：

（人文主义精神兴起的原因）

一、智者学派

  一些学者的研究方向由“神”转
移到“人”，被称为“智者学派”
。 



（1）代表：

（2）探索对象： 

（3）思想主张：

①强调人的价值，否定神的意志。

②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判断标
准是人的感觉。

人和人类社会

1.智者学派产生的背景：

一、智者学派

2.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

普罗塔哥拉

   普罗塔哥拉
（约前481—前41

1）



思考探究：普罗塔哥拉悖论

   欧提勒士要拜普罗塔哥拉为师学习诉讼和辩护。师徒事先

签订有合同，规定欧提勒士先付给普罗塔哥拉一半学费，剩

下一半，等他打赢第一场官司再付。一年满师后，欧提勒士

却迟迟不替人打官司。普罗塔哥拉十分生气，向法院提出起

诉。普罗塔哥对学生说：“如果你在我们的案子中胜诉，按

契约你应向我交付学费；如果你败诉，那么也应按法院的判

决付给我学费，总之，你非得付学费不可。”欧提勒士振振

有词地回击说：“如果我胜诉了，那么根据法院判决我当然

不用付钱；如果我败诉，根据合同我也不应付钱，总之，我

决不会付钱。”

思考：智者学派有哪些不足？如何评价普罗塔哥拉的思想？

只重视名利、知识和技能，忽视伦理道德。



①使人产生对自然的优越感，造成
人类为自身的发展而肆意破坏自然。
②忽视道德对人的影响，不利于社
会和谐健康发展。

树立人的尊严和权威，率先吹响人
类精神觉醒的号角，成为西方人文
精神的源泉。

3.评价：
积极性：

局限性:

1.智者学派产生的背景：

一、智者学派

2.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



隐士与熊的故事
    熊和隐士成了好朋友。熊看到有苍蝇来
打扰隐士睡觉，很生气。它抱起一块大石头
砸向落在隐士额角上的苍蝇。苍蝇飞跑了，
隐士的脑袋也成了两半。

这则寓言说明了什么

“殷勤过分的蠢才比任何敌人还要危险” 

没有人自愿做恶，之所以作恶是出于无知;

没有知识，甚至无法去守道德； 

美德即知识。



§ 苏格拉底思想主张产生的背景？

§ 苏格拉底的思想主张有哪些？

§ 如何评价苏格拉底的思想？

请思考：

二、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
”；



1.背景

①智者学派重视人的作用，但忽视道德

对人的影响；

②雅典社会世风浇薄，道德沦丧；

二、苏格拉底：



1）倡导“有思想力的人是

   万物的尺度”；

2）提出“美德即知识”；

3）强调认识自己的理性；

4) 强调教育对美德的重要。

(前469—前399)

2.主张

二、苏格拉底：
1.背景



……要认识你自己。有思想力
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你们
不能只追求荣誉和享乐，要知
道，知识才是美德，金钱不能
买到美德……” —苏格拉底

(前469—前399)

二、苏格拉底：
1.背景
2.主张
3.评价

§如何评价苏格拉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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