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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李大钊、瞿秋

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毛泽东发表《实践论》、《矛

盾论》；李大钊、郭沫若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陶行知及其教

育主张；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教育事业；教育家华罗

庚、苏步青；地质学家李四光；工程建筑学家茅以升。 2． 

能力方面： （1）通过归纳民国时期的文化成就，培养学生

的概括能力。 （2）通过民国时期教育的教学，培养学生从

历史的角度分析文化现象的能力。 3． 态度、价值观方面： 

（1）通过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事迹介绍，培养学生对社会

进步事业的探索和献身精神。 （2）通过了解李四光地质力

学理论与中国石油勘探、地震预报的指导作用，使学生加深

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 4． 学生指导方面：指导

学生阅读历史资料，训练学生分析历史资料和归纳要点的方

法。 重点、难点分析 1． 重点分析：（ 1）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发展是重点。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日强

，30年代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代表一种先进思潮的认识方法

在思想学术领域被广泛地应用。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指导

了中国革命。将它作为重点，既有利于学生对历史规律的认

识，更有利于培养分析能力。（ 2）蔡元培、陶行知的教育

思想是重点。学习前辈的教育思想，可加深对素质教育的理



解。同时可培养学生对社会进步事业的探索和献身精神。 2

． 难点分析：哲学的发展是难点。学生所学哲学知识甚少，

对哲学观点理解较为困难。教师可结合政治课哲学常识的介

绍，认识这一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但只要把握好时代特点

，近代中国西方文化思想传入，马克思主义是最进步的中国

人的最终选择。 课堂教学设计 师：“民国时期的文化”，涵

盖了1912~1949年近40年中国哲学、史学的发展，教育状况，

科技成就，文学艺术成果及生活习俗。这一系列的文化现象

反映的时代主旋律是什么？请同学们看本章内容提示。 生：

（阅读、代表发言） 师：今天，我们学习本章第一节。（板

书章、节题目） 一、 哲学、史学的发展 1． 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中国的发展 师：哲学是指导人们观察、思考、处理问题的

基本原则和根据，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古今中外的哲学派别

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工业革命时代产生的，在“五四

”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同学们是否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包

括哪两部分内容？ 生：（回答） 师：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

学在中国有较大影响，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代表先进思潮的

方法论在思想学术领域被广泛地应用着，并日益与中国社会

实践相结合。30年代中期，一位“纯粹站在学术立场上，无

任何党派”的学者撰写的思想史著作认为：“今日辩证唯物

之所以澎湃于中国社会，固因时代潮流之所趋，非人力之所

能左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请回忆中国近代思想的演变历史：

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中华民族进步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如

何挽救民族危机，这一核心内容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请

同学们结合“晚清时期的文化”一章，回答中国近代思想演



变情况。 生：（回忆，代表发言） 师：从“师夷长技”、“

中学西用”、“维新变法”到“民主共和”，都渗透了西方

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道路的

努力和探索，但它们都没能挽救中国的危机。只有在中国共

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用它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后，

中国革命才有了正确的方向。本节教材，主要介绍马克思主

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五四”以后至20年代，以介绍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主。请同学们思考：这时期为传播马

克思主义做出重要贡献的有谁？ 生：（阅读，在教材上画知

识点）1937年，毛泽东针对当时中国革命实践中党内出现的

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错误，发表了《实

践论》和《矛盾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请同学

们看谭本上《实践论》的摘录，评论：实践和认识是什么关

系？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 生：（前后桌结组讨论，代表

发言） 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又

去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得出更高的认识，再去指导实践，循

环往复，以至无穷。它强调实践是检查真理的标准。《实践

论》和《矛盾论》是针对当时中共党内出现的经验主义、教

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发表的。“经验主义”和“教条

主义”都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其特点是在观

察和处理问题的时候，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感

情、愿望出发，从狭隘的个人经验和本人出发，往往脱离实

践。在中共党内的经验主义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

，将个人的或局部的狭隘经验当作普遍真理，到处生搬硬套

，不能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教条主义则轻视实践和实践经

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和公式，到处生搬硬套。请同学



们想想，你能结合二三十年代历史知识，谈谈经验主义和教

条主义在党内曾有哪些表现，给革命造成什么损失吗？ 生：

（讨论，代表发言） 师：王明的“左” 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

线、军事路线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给革命造成巨

大损失。《实践论》则告诫人们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

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2．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师：

请同学们看课本的介绍，李大钊、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主要

贡献是什么？此处还有哪些著名的史学家？ 生：（阅读、代

表发言） 3． 民国时期的考古成就 师：这时期考古的最大成

就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但这一举世瞩目的考古成果

却在日本侵华时期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 二、 民国时期

的教育 1． 民国新学制 师：请同学们看书，了解民国时期新

学制的概况，并思考：新学制的进步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生

：（阅读、代表发言） 2．国统区的教育 师：国民政府推行

所谓三民主义的教育政策。其“三民主义”已非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只是借“三民主义”这块招牌，来抵制当时已

在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共产主义。实质上，他们推行的是封建

的、法西斯的教育。请从教材中找出有关内容，说明这一论

点。 生：（看书、分组讨论、代表发言） 3．苏区、抗日根

据地和解放区的教育 师：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根据地、解放

区的教育事业，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些地区的教育有两点很

突出，第一，重视培养干部。如：苏区的红军大学、延安的

抗日军政大学，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第二，十分重视初等

教育。这与当时环境相适应。因为这些地区经济落后，地处

偏远，民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而共产党是代表劳苦心众利

益的，教育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劳苦民众，所以十分重视初等



教育。 4． 著名教育家 （1） 蔡元培 师：请同学们和我一起

回忆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的突出贡献。（师生以谈话法共

同回顾：A.蔡元培从事教育工作简况。B.“兼容并包”方针

的影响）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突出反映在他的“五育教育”

上。（指导学生看教材）这五育和我们今天提出的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很相近，他是中国近代较早提出

全面教育思想的著名教育家。 （2）陶行知人民教育家 师：

我们着重从三个方面了解陶先生。一是他的主要事业。他毕

生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从在城市推行平民教育到提倡乡

村教育，他把提高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作为自己一生的大事业

。请同学们看课后“阅读与思考”的材料，谈谈自己的感受

。二是他的教育思想理论。陶先生提出生活教育理论，主张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它把教育从书本、学校的陕窄圈

子里解放出来，形成一种处处可受教育，事事可寓教育的观

念。他主张教、学、做合一，手脑并用才能求得真知，培养

学生社会生活、生产和创造能力，改变了传统教育中重理论

轻实践，重书本知识，轻实际能力的观念，有利于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陶行知一生中最大的业绩是在教育领

域中不断批判和创新。他在批判旧学校“读死书，死读书”

的同时，创办了晓庄师范等新型学校；他在批判传统教育的

同时，创造了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他的教育思想感情和今天

我们提出的素质教育目标是很相近的。第三方面，他从深厚

的爱国主义和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出发，把教育作为救国救

民、改造社会的武器。陶行知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光

辉的一页，他逝世时，毛泽东为他题写悼词：“痛悼伟大的

人民教育家”。宋庆龄悼念陶先生的亲笔题词是“万世师表



”。 （3）徐特立无产阶级教育家 师：请同学们阅读教材，

了解徐特立的事迹。 生：（看书） 三、科学技术的成就 1． 

数学 师：在国民政府时期，我国自然科学的整体水平落后于

西方国家。但也有些成果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在数学研

究方面，出现了华罗庚、苏步青等著名数学家。 2． 李四光

与地质力学 师：请同学们看材料，思考下列问题。（展示材

料）李四光把应用于力学引入到地质学中，用力学观点研究

地壳构成和地壳运动，创立了一门新兴学科地质力学。1926

年，李四光发表《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是他创立地

质力学的开端；1947年出版《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标

志着地质力学的创立。1962年他完成了《地质力学概论》，

是他40年实践经验的总结。解放后，我国大庆、胜利、大港

、华北等油田就是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发现的。这些

油田的发现，推翻了“中国贫油”论。思考题：A.李四光创

立地质力学理论的方法、过程对我们有何启示？B.在地质力

学理论指导下发现了大庆等油田，说明什么道理？ 生：（讨

论、代表发言） 师：李四光的科学建树启示我们：新兴学科

，往往出现于多学科的交叉联系中，也就是边缘学科。全面

掌握或了解各学科知识，灵活运用它，才能实现创新。在当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边缘学

科、交叉学科兴起，综合性学科也在发展。科技发展既需要

精通本领域的专人，也需要一专多能的通才。所以，同学们

在中学基础知识学习阶段，千万不要偏科。地质力学理论指

导石油勘探的成功，说明了一个道理“科技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 （3）其它科学家及成果 师：结合本节教材及初中学

习的知识，进一步了解茅以升等科学家的事迹。 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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