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蒙运动教学反思 启蒙运动的兴起教学
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启蒙运动教学反思篇一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记住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及其主张，
理解启蒙运动的影响。

【过程与方法】

通过小组讨论，理解启蒙运动的影响，提高自主学习、合作
探究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法国启蒙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分析，认识意识形态对
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提高学习理论的自觉性。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

主要启蒙思想家的主张。



【难点】

启蒙运动的影响。

三、教学过程

环节一：导入新课

创设情境导入法。

出示先贤祠的照片，介绍先贤祠的作用和伏尔泰的地位，进
而引出新课。

环节二：新课讲授

（一）法国的启蒙思想家

学生回答，教师总结：英国，因为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较为
发达，同时英国首先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因此，需要新的
资产阶级的理论来指导革命。英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主要
有霍布斯和洛克，霍布斯首倡社会契约，但不反对君主专制，
洛克首倡分权学说，主张君主立宪和社会契约。

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

伏尔泰猛烈抨击天主教会，号召人民粉碎教会这个邪恶势力；
反对君主专制，倡导君主立宪制；提倡“天赋人权”，认为
人生来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他相信法律应以人性为出发点，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思想体现了资产阶级对自由民主
的追求。

（2）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思想。

学生回答，教师总结：孟德斯鸠反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
提出“三权分立”学说；法律是理性的体现。孟德斯鸠的学



说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奠定了资产阶级有关国家
和法的理论基础。

卢梭主张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的思想，宣称“人生而自由，
可是现在他却处处戴着镣铐”，封建专制就是束缚自由的镣
铐，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民主共和；认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
民，统治者的权利来自于它同人民签订的契约，如果违反了
民意，人民有权推翻他，提倡社会契约论。卢梭是最为激进
的民主主义者。

3、启蒙运动的扩展。

启蒙运动很快又从法国传播到其他国家，德国的康德对启蒙
运动做了经典的总结，认为人应独立思考，理性判断，人要
自由也要自律。

（二）启蒙运动的影响

启蒙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请同学们结合ppt上展
示的材料以及课本内容，以历史小组为单位，进行5分钟的讨
论，可以从思想解放和对资产阶级革命、民族斗争的推动作
用两个方面进行回答。

学生讨论，回答问题，教师总结：

（1）思想解放：进一步解放了人们思想，冲击着欧洲的封建
专制统治。

（2）对欧美其他国家：冲击欧洲封建专制统治，对欧、美的
资产阶级革命起了影响和推动作用；为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
的思想准备。

（3）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
民族的独立的思想武器。



（4）对人类：启蒙思想成为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武器，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环节三：小结作业

小结：教师和学生共同总结本课的主要知识点。

作业：请同学们回去比较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异同点，下
节课一起分享。

四、板书设计

略。

启蒙运动教学反思篇二

本节课重点放在汉与匈奴的关系上，通过学生自主阅读教材、
识读战争示意图，并进行历史知识间的前后联系，主要是为
了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识读图表的能力，表达能力等，这
也是在课程标准能力目标中明确提出的。昭君出塞则是重点
中的重点，通过讲述人物故事，分析人物性格，设身处地的
站在人物立场上揣摩人物心理，是想让学生学会正确的看待
历史人物。历史人物是历史发展中最鲜活的因素，没有人物
的活动，也就没有历史事件的发生，更不可能形成一定时期
的历史现象。但是历史人物应该是鲜活的，丰满的，生动的，
要想体现其鲜活、生动、丰满，就得把历史人物的活动置于
其特定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分析与考查。本节课设置“昭君出
塞途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就是想通过情境创设来达到这一
目的。最后一个环节，对汉与匈奴民族关系的分析，是想突
出单元主题，同时认识到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是民族关系发
展的主流，各民族之间在互相交往中不断融合，共同缔造了
中华文明。另外我认为，在我们的教学中，让学生获取知识
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获取知识的过程掌握学
习的'方法，以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形成对自身、对社会、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形成健
全的人格，形成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对于七年级学生来说，
最主要的是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对历史形成基本的
认识，具备基本的历史素养，掌握基本的历史学习方法。

《启蒙运动的兴起》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启蒙运动教学反思篇三

《启蒙运动的兴起》是思想史的内容，特点是：内容抽象、
理论性强，学生不易理解，是学生学习的弱点和盲点。

所以我设计这堂课的时候，我就定下这堂课教学设计的整体
思路：要用一些直观的历史视频和图片让学生感悟历史，感
受思想的力量，让他们对思想的作用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此
外要设计一些活动，激发学生积极主动探究问题，有利于学
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和相关能力的训练，从而获得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的体验和感悟。

在课堂教学中，我发现很多的问题：



1、在活动开展方面。

自己做的课件虽然粗糙，但图片和视频准备得还算充分，而
且由于文昌中学的学生都很优秀，所以课堂活动开展得很顺
利，学生的情绪很高昂。但我感觉活动过多，课堂气氛虽然
活跃，但是活动中，我并没有很好地对一些需要讲解的问题
进行深入地分析，也没有对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跟踪解答。
使学生热闹过了以后就迅速地进入另一活动当中。不利于学
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且，可能受到我语调的影响，学
生亢奋和紧张的时间一长，就会显得有点累。这一点在以后
的教学中要引起自己的注意，对教师来说，不应该只做到设
计千差万别的活动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其实在课
堂上发挥教师的`主导性、进行必要的讲解也是很重要的，否
则，真的是“热了课堂，冷了思维”。

2、在运用媒体方面。

思想史由于内容抽象的局限，使得学生的空间现象力相当的
匮乏，因此课前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使用多媒体课件、历史视
频、历史图片作为辅助教学的材料，试图让学生通过眼看、
手动等多种感官同时感知，来达到对启蒙运动相关内容的理
解。结果证明，这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学生的反应不错，
比较能够接受。但随之而来，我也从中发现了一个弊端――
过于依赖课件：就是不分重点，将整堂课的所有内容都呈现
在课件上，造成图片、视频的机械堆积。其实这对于我的基
本功的锻炼是不利的，如果一昧将所有内容都呈现在课件上，
不仅使教师失去了说的机会，而且也使学生失去了感悟历史、
分类知识的机会，从而会让学生感到茫然。因此，这一点也
是在以后的教学中要尤其注意的。

3、在合作交流，共同探究方面。

对于学生的把握始终是我教学中的一个弱点，在教学过程中，
我只注重了学生的个别演示，而忽略了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



流，如我把学生分成伏尔泰组、孟德斯鸠组和卢梭组，在实
际操作中却很少能让学生真正地进行小组的合作探究，分而
不用，流于形式，从而使得教学模式和方法显得单一而薄弱，
这也是为什么在课堂上不能真正使学生的活动和思维有机结
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小组合作能够让学生体会合作后取得成
功的快乐，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在教
学中适当的采用这样的模式能够活跃课堂气氛，以后一定要
吸取教训。

4、在教学设计方面

对启蒙思想家的分析，我尽量避免对启蒙思想内容面面俱到，
而是着力对其核心思想进行透彻的分析，突显思想家应有的
魅力，确实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但是没有突破教材，只是
重现教材的一些相关知识。听完海南中学解老师的课后，我
折服于这位前辈的大胆设计，她基于教材又超出教材，让学
生感悟历史的同时，又轻松地掌握了相关知识，更获得了许
多的情感体验，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我听完她的课后，
我感到自己真得很渺小。以后在教学设计、教材把握上一定
要多下苦功夫。

另外，自己的语言过于罗嗦，情绪易于激动（按师傅左燕老
师的话来说，就是热锅中的蚂蚁），问题之间的衔接做的也
不是太好，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后自己一定要高度重视，并尽
量改正过来。我羡慕陈俊娟老师德温和亲善，更佩服解爱群
老师的大度沉稳，希望自己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以她们作为
榜样，让自己尽快成长起来。

启蒙运动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掌握理性的概念，记忆启蒙思想家及其
思想主张，理解启蒙运动兴起的背景，以及启蒙运动的巨大



影响。

2、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对教材的文字史料与历史图片的学
习与分析，学会运用史料来理解历史问题，进而解决疑惑；
通过比较文艺复兴运动与启蒙运动的异同，理解启蒙运动的
巨大影响，学会运用比较学习的方法进行历史学习。

教学重难点：

学习重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主张以及启蒙运动的影响

学习难点：对启蒙思想家思想主张的理解及比较启蒙运动与
文艺复兴运动的异同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单元知识框架的梳理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人文精神的起源与发展》

起源：公元前5世纪

智者运动

文艺复兴（14世纪―16世纪）

发展：14世纪―17世纪

宗教改革（16世纪―17世纪）

成熟：17世纪―18世纪

启蒙运动



过渡语：

公园476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进入了黑暗的封建
时代，基督教以封建神学禁锢着人们。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
入14、15世纪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西欧社会从
此发生了巨大变化，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潮接着一潮，由于资
本主义萌芽最先出现于意大利，因而意大利率先掀起了一场
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
继文艺复兴之后，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又掀起了一次
思想解放运动，即启蒙运动。

讲授新课：

花两分钟时间引导学生阅读本课的学习目标，明确学习本课
的重难点，再进入正文的学习：

首先和学生明确“启蒙”“启蒙运动”的概念：通过设问并
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相关内容以理解这些概念，在此基础上能
够回答出启蒙运动的性质及其核心。启蒙――开启智慧、光
明；启蒙运动：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里展开
的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被称为
启蒙运动。

性质：17c－18c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压迫的思想解
放运动；核心：理性。

接着进入子目内容的学习：

过渡：教师设问：“为何继文艺复兴运动后，欧洲资产阶级
又掀起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抛出问题后，首先和学生强调
一个规律认识：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和经济
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学生明确这一认识后，课件展示文字
史料，学生带着问题阅读史料，进而总结归纳出问题的答案，
完成第一目内容的学习。



一、探源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兴起的背景）

引导学生阅读文中的相关内容及相关史料，从中提炼出关键
信息。

材料一新航路开辟后，西欧国家通过殖民扩张、海外贸易、
贩卖黑奴等活动，增加了欧洲的资本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
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到17、18世纪西欧的资
本主义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握有雄厚的经济
力量。

材料二17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已有较大发展，然而当时的
英国处在斯图亚特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下，政治、经济上均
厉行专制统治，侵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
发展。

18世纪的法国专制制度达到顶峰。社会成员被分成三个等级，
教士和贵族属于第一、二等级，是统治阶级，拥有政治经济
特权；其他人是第三等级，是被统治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在
政治上和经济上处于被压制地位，他们与封建统治和天主教
会矛盾日益尖锐。

（1）经济：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

（2）政治：封建专制制度与资本主义矛盾尖锐

（3）阶级：资产阶级力量壮大

（4）思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5）科技：自然科学发展，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二、启蒙运动的概况

学生阅读课文相关内容，了解其概况，教师助生梳理知识结



构。

（一）指导思想：理性主义（解析理性主义与理性的区别：
理性主义将理性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并指导实践）

（二）主要内容：理性、民主、科学、自由、平等

（三）过程

1、兴起：英国（17世纪）

霍布斯：“社会契约”思想；

补充：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洛克：分权思想

设问：为何这场运动首先在英国兴起？

回答：因为此时英国的资本主义最发达。（联系必修一、二
的知识）

2、高潮：法国

3、扩展：（1）英、法

其他国家

（2）康德（德意志）

设问：为何这场运动首先在英国兴起，却在法国进入高潮？

联系前面展示的文字史料不难得出启蒙运动在法国进入高潮
的原因：法国资本主义发展与封建专制制度矛盾最为尖锐，
加之法国启蒙思想家人才辈出，影响巨大。以此自然过渡至



第三目。

三、感受理性之光

关于这部分的内容，文中已有较为详细的陈述，故应把时间
交给学生，教师把知识框架在黑板上陈列出来，学生根据这
一框架阅读相关内容大致可以归纳出来。比较难的是对启蒙
思想家观点的理解，因此要适当补充相关史料加深学生对启
蒙思想家观点的理解和掌握。

课件展示文字史料及历史图片，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相关内容，
强调让学生结合史料思考材料中体现了文中启蒙思想家的哪
些思想主张，并给予学生框架，由学生完成框架里的细节填
写。

框架：代表人物、主张、代表作

1.伏尔泰――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

材料：“天主教的历史就是反人类的犯罪史，是人类理性的
敌人，历史前进的障碍，‘罪恶的根源’。”

“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
”

（1）思想主张：1）抨击天主教会2）反对君主专制，倡导君
主立宪制3）提倡“天赋人权”4）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代表作：《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

2.孟德斯鸠

材料：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
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
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



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则一切
便都完了。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1）思想主张：1）反对君主专制2）提出“三权分立”3）
法律应当是理性的体现。

（2）代表作：《论法的精神》《波斯人的信札》

（3）意义：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奠定了资产级有
关国家和法的理论基础。

3.卢梭

材料：共同意志就要通过法律手段制裁他，“强迫他自
由”。……人生而平等、自由，但受专制暴君压迫，其靠暴
力进行的统治，违背人民意志，人民有权用暴力推翻暴君。

（1）思想主张：

1）“社会契约论”

2）“天赋人权”、“人民主权”

3）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是财产的私有，但不主张废除私有制。

（2）代表作：《社会契约论》

4.康德

材料：“人，实际上一切有理性者。人所以存在，是由于自
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
在他的一切行为上，总要把人当作目的。”



――康德《伦理学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

（1）思想主张：

1）人应独立思考，理性判断

2）强调人的重要性，人非工具

3）主权在民，自由也要自律

（2）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

在解析完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后，为便于学生记忆各个启蒙思
想家的思想观点，强调他们各自思想主张的侧重内容，以红
色字迹标识。

四、品味启蒙之果（启蒙运动的影响）

本目是本课的又一重点内容，文中也有陈述，但过于文字性，
比较单调，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且也不能体会到启蒙运
动的巨大影响。所以在讲解时须联系相关知识，如：美国独
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等等，通过联系讲解，
学生更能理解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也更能体会
启蒙思想的重大影响。

1.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击了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

对欧洲

2.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传播了自由
和平等思想

1.鼓舞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

对世界



2.成为人们追求解放的精神武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课后习题

巩固练习：

1.启蒙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是

a.资本主义的发展

b.自然科学的发展

c.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

d.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

2.马克思说，启蒙思想家“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并
且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神学中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其中“理性”的含义是（）

a.独立的思考和自主的精神

b.君主的权力与党派的信仰

c.国家的意志与精神的寄托

d.权威的判断与历史的传统

3.启蒙运动在反封建方面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运动，主要表
现在（）

a．彻底批判专制主义、教权主义b．对资本主义近代社会制度
提出了设想



c．否定专制王权，追求民主自由d．影响波及亚洲、美洲

4.启蒙运动中的“自由”“平等”要求的提出,分别是针对（）

a.罗马教皇和封建国王

b.教权主义和罗马教皇

c.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

d.等级制度和君主立宪

板书

板书设计

一、探源启蒙运动（经济、政治、阶级、思想、科技）

二、启蒙运动的概况（指导思想、主要内容、过程）

三、感受理性之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

四、品味启蒙之果（对欧洲、对世界）

启蒙运动教学反思篇五

1.兴起背景

启蒙运动的兴起有其经济、政治、思想的必然性。

（2）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思想
解放提供了依据。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进步为人们
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像自然
界一样，是有规律的，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例如，当时



的笛卡尔就认为，用数学推理的方法，可以认识世界；培根
指出，为了认识世界上的现象，可以使用从特殊到一般、从
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而牛顿提出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
律，说明了自然界本身运动的自然法则控制着物质世界。这
些科学的成果，使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类社会也有一定的自
然法则，这种法则是摆脱“神”的'控制而自行发展的。启蒙
思想家力求发现支配人类和社会的永恒的法则，也就是力求
探索推动人类社会自身不断前进的法则。因此，一场适应于
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文化运动兴起了。

（3）这运动是在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所宣扬的人
文主义的基础上，又向前大大发展的一次思想文化运动。它
的内容和影响都大大超过了文艺复兴运动，它是欧洲发生的
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史称启蒙运动。

2.性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与教会特权的思想解放运动。

3.核心思想：提倡理性，把批判锋芒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及其
宗教思想体系。

4.影响：构建未来社会的政治蓝图是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求
的目标之一，为此他们倡导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民主
政权形式，提出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等政治原则，他们的这
些思想主张不仅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中得以认证和实践，并
且在政治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其中，英国责任
内阁制的最终确立和议会改革，美国的《独立宣言》与共和
制的确立、1787年的制定与完善，法国的1875年的诞生和共
和制的最终确立，德意志帝国和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都体
现了启蒙运动的思想精神。中国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建立中
华民国、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都受到启蒙思想的
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