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2课 
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

（二）



• 姓名     魏源       严复     詹天佑   侯德榜     茅以昇

• 成就  《海国图志》     京张铁路      钱塘江大桥
                                 

•                          译著《天演论》    《制碱》 
               

复习回顾



导入新课

      创建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北
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发祥地，
也是多种政治思潮和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地，
享有极高的声誉和重要的地位。北京大学也是亚洲最
重要的大学之一。  



探究一：
新式教育的开端



阅读课本117页回答问题

•1.填空（3清朝沿用  
________的教育制度，
学校以___________  为
教材，国家通过
___________选拔人才.



2.新式学堂在中国最早出
现在什么时期？中国第一
所新式学校什么名字？

•洋务运动时期。

•京师同文馆



  3.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什么？创
办于什么时期？它的创办在中国
教育史上有什么重要意义？

•京师大学堂

• 创办于戊戌变法时期。

• 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家建立的
最高学府。它的创办表明中国
教育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



4.    京师大学堂开办后，科举
制存在么？科举制什么时候被
废除？谁奏请废除科举制？为
什么废除？清政府是怎样启动
新式教育体制的？



科举制的废除：

时间： 1905年

建议者：洋务大臣张之洞

启动新式教育：《奏定学堂章
程》



怎样评价《奏定学堂章程》？ 

   它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完备并
付诸实施的法定学制，它顺应了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要求，废除了
不合时宜的科举考试制度，具有
进步性。但仍然局限在“西学为
用，中学为体”的框架内，带有
浓厚的封建色彩——“经学”课时
最多，学生仍立足于做官等。 



探究二：

讴歌光明、鞭挞黑暗
的文学家、艺术家



1.你知道五四运动到1949年
间中国文学艺术的神圣使
命吗？

• 宏扬科学精神，批判封建
愚昧，讴歌光明、鞭挞黑
暗。



新文化运动时期。

控诉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
罪恶。

散文、诗歌、杂文。

杂文。

   2. 鲁迅的《狂人日记》写于什么时期？
借“狂人”之口控诉了什么？鲁迅除了
写小说还写什么体裁的文学作品？他写
的什么被称为“匕首”？



• 鲁迅（1881-1936），
原名周树人，中国
近代反封建斗争中
最彻底、影响最广
泛的思想家。1902
年赴日留学，原学
医后弃医从文，代
表作有《狂人日
记》、《孔乙己》。



    《孔乙己》





3.阅读材料：蒋介石50岁生日时，国
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请为蒋画像。
他毅然回绝道：“我对给蒋介石画
像不感兴趣！……至于我的兴趣，
则在抗日救国，假如抗日民众要我
为之画像，我将不胜荣幸！”
• “他”是谁？用一句名言来概括
材料中描述他的行为。

• 徐悲鸿。“人不可有傲气，但不
可无傲骨。”



徐悲鸿（1895-1953）
中国画家、美
术家。江苏宜
兴人。少时即
刻苦学画，后
留学法国。善
油画、国画，
尤精素描，以
画马驰名中外。

“人不可有傲气，
但不可无傲骨”



徐悲鸿作品《愚公移山》 







田横五百士

通过此画歌颂了宁死不屈
的精神和中国人民尊崇的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
屈”的品质，以激励广大
人民抗击日寇。



4.你知道聂耳、冼星海还创作
了哪些歌曲？
•聂耳：《前进歌》、《毕业
歌》、《新女性》、《铁蹄
下的歌女》

•冼星海：《生产大合唱》
《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
歌》《在太行山上》



聂耳的小提琴和弓

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冼星海和《黄河大合唱》



郭沫若（1892-1978）



赵树理（1906-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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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能判断出这些文学家和艺
术家谁在国统区，谁在解放区
吗？

•国统区：鲁迅、徐悲鸿、
聂耳、郭沫若

•解放区：赵树理、丁玲、
冼星海



21、22两课我们了解了中国近代杰出的科
学家詹天佑、侯德榜；思想家魏源、严复；
文学家鲁迅、郭沫若、丁玲、赵树理；艺
术家徐悲鸿、冼星海、聂耳等。一定的文
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五四
以来，宣传科学进步，反对愚昧迷信；追
求人民民主，抨击独裁专制；讴歌民族独
立，反对外来侵略成了中国近代文艺的主
旋律。近代杰出人物的爱国精神仍然值得
今天的青年学生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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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

《奏定学堂章程》

废科举、兴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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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狂人日记》

郭沫若《屈原》

赵树理《李有才板话》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聂耳《义勇军进行曲》

冼星海《黄河大合唱》

徐悲鸿《马》



练兵营

1．我国近代第一所国家建立的最高学府
是（  　）

A．京师同文馆　　　B．福州船政学堂  
C．万木草堂　　　　D．京师大学堂

D

2．我国沿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
除是在（　  ）

A．1898年 　　 　　　　B．1905年  
C．1911年 　　　　　　 D．1912年

B



3．关于《奏定学堂章程》叙述错误的
是（    ）
A．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
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 。  
B．它对学校教育课程设置、教育行政
及学校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
C．它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的重大影响。
D．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一千多年
的科举制度被废除。

D



4．20世纪初，各地逐步建
立起初等、中等、高等教育
等各级新式学堂，主要原因
是（    ）
A.《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
B．“明定国是”诏书的颁
布
C．科举制度的废除  
D．商务印书馆的兴办 

A



5．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
先举办。           ——《定国是诏》

材料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
义。”                 ——北京大学的办学原则

请回答：
①是谁在何时正式提出创办京师大学堂的？
②材料二中的原则是谁提出来的？
③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有何作用?



　　光绪帝，1898年6月在《定
国是诏》中正式提出创办京师大
学堂 。

蔡元培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成为
中国近代传播新思潮的中心。

参考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