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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 1、文化思想观念的近代化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正统文

化的批判来源：www.examda.com 这是继维新思想、民主革命

思想的传播之后，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流，是辛亥革命在思想

文化领域的继续。 （1）基础知识（背景、兴起、内容、影

响、局限）来源：www.examda.com （2）前期新文化运动指

导思想的特点来源：www.examda.com ①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中的封建历史传统持全面批判态度 ②主张以文化的革新社会

的主要手段，认为政治革命的方法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民主化

问题 ③主张引进西方文化精神来改造中国民众的状态 ④它是

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 2、西学东渐与

近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西学泛指当时西方的科技、文

化、思想；东渐，意为向东方逐渐传入、渗透。这是东西方

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也是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历史

。 （1）近代前期文化的两个阶段三个层次 两个阶段 第一：

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主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 第二：

甲午战争后到五四运动前：主要学习以政治制度、思想文化

为核心的西方精神文明 三个层次 第一：技术成果（器物层） 

第二：相关社会支持系统（制度层） 第三：人们的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文化气质等（思想层） （2）近代前期思想演

进的过程、影响 A、林、魏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主张“师

夷长技以制夷” 其作用在于；引导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和面对

现实，但重在思想而没有具体实践 B、洋务派 主张“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 其实质是立足封建主义，借助于西方物质文

明，以谋求涉及王朝的自强；它突破了传统观念，为西学的

传入创造了一定条件，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得并未使中

国走上富强之路 C、早期维新派和维新派 主张反对专制，实

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和传播西方科技文化 其作用在于

掀起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第一次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

动开展 D、民主革命派 主张暴力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

产阶级共和国，其具体现在三民主义 其作用在于导致辛亥革

命的爆发，推翻封建君主专制，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E、前

期新文化运动 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展深入的反封建的斗

争 作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

治地位，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

条件 （3）近代前期思想演进的过程、影响及其特点 ①体现

出强烈的反封建反侵略性质 ②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

里的过程 ③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走了一条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

择的过程 3、中国科学文化近代化的轨迹 先是传教士东来，

西学东渐，后是“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

于是不自觉或自觉地开始了向西方的学习，开始了西方近代

文明，首先是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个过程

中有激烈的冲撞，有艰难的移植，也有别具匠心的创造，最

后导向中国科学文化的近代化。这是科学文化在中国近代化

的轨迹。 在这个过程中，自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万历

十年（1582）年进入中国内地，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颁布并厉行《防范外夷规条》、闭关自守、禁传天主教等，

这是西学东渐第一波的涌动和沉落时期。这一时期处于明清

之际近200年间，中西文化随着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



，发生了一次有力的撞击。就当时输入的西学而言，主要有

两部分：天主教教义和科学技术，前者是主导，后者只是附

属。 在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中，最突出的是历算学即天

文学和与之相关的几何学，以适应明清之际修历、制历的需

要。其次是地理学和测量技术，它们开阔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念，并导致康熙年间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的绘制。

传教士所介绍的内容还涉及数学、力学、光学、解剖学、逻

辑学、实验仪器以及水利、机械、建筑、采矿、兵器等技术

，也有零星的西方哲学、音乐、绘画、历史方面的知识。这

些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不但促进了明清之际学风向实

学的转变，而且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运动作了重

要准备，不期而然成为后者的一次彩排。 19世纪中叶，清朝

的闭关锁国政策在执行近百年后终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

炮”所打破，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率先

开眼看世界，从而掀起了传播西学的第二波。这一次与上一

波不同的是，进入中国内地的主要已不是西方传教士，而是

以胜利者自居的列强，那些作为闯入者的商人、外交官和军

人。 此时，国力的衰颓突显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在国家

危亡的紧要关头，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又开始面向世界，学

习西方也获得了比明清之际更大的推动力。但自上而下关注

的焦点却集中在“船坚炮利”的器物层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技

术知识。在林则徐以后，甲午战争以前的西学领域中，洋务

运动是主流。这期间传播西学与明清之际最大的不同，一是

社会影响程度上的差别，此时具有切肤之痛，中国被逼着非

学西方不可；二是角色上的变换，译介虽然仍借助洋人，但

以中国人为主，以满足洋务运动的需要。 甲午一役战败，洋



务运动也以失败告终，中国时局危如累卵，一部分朝野有识

之士要求变法自强。学习西方的重点，从器物层转向制度层

和学术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认为要救国，

只有学习外国。不但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而且学习外国的

学术和政治制度；不但向成功建设了现代国家的西方列强学

习，而且向学习西方卓有成效的日本讨教。维新运动以后，

更准确地说在辛亥革命以后，自觉地开始了中国科学文化近

代体制化的进程。不再仅仅是零散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

是全面地从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社会支持系统、价值取向

、思想意识诸方面，克服各种阻力面向世界，建立近代体制

化的科学文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虽然还很贫弱，但

确已重起炉灶，实现了中国文明向近代科学文化的转折。 4

、正确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入侵及影响 （1）西方资本

主义文化的入侵有两 个明显的目的；一是培养殖民地人才；

二是混淆和动摇民从的爱国和民族精神这其政治侵略服务。 

（2）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入侵也为西学传入中国提供了条件

，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促使中国社会不同阶级、阶层

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引起内部的观念对立和斗争（对封建

地主阶级、农民、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如此）。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