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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思想史作品选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英文名称】： British Intellectual History 

【课程代码】:   

【课程类型】:  专业方向课程 

【适用专业】：   英语语言与文学专业、英语翻译专业 

【开课学期】：   第 5学期 

【先修课程】：   英国历史、英国社会与文化 

【总学时数】 32         其中理论教学学时： 32     实验（实践）教学时数：0 

【总学分数】 2 

【教研室】   英语国家研究中心 

【执笔人】   高健 

【审核人】   王恩铭 

【编写（修订）日期】：2011年 5月 20日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旨在帮助英语专业的学生全面了解英国自 16 世纪以来社会文化思想发展的基

本脉络，熟悉并理解深刻影响英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思想家的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之上，

通过总结现代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培养学生批判地接受西方人文思想的意识与

能力。 

 

二、先修课的要求 

本课程要求学生必须掌握一定的英国历史与英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知识，熟悉特定的思

想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特征，以便学生探讨具有较强思辨色彩的思想史问题。因此，

“英国历史”与“英国社会与文化”课程是开设 “英国思想史选读”课程的必要条件。 

 

三、教学环节、内容及学时分配 

 

总论  英国思想史的历史沿革与基本特征 

学时：2 

主要内容：梳理英国近现代以来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与之相应的思想史发展的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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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突出英国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及其演变过程；指认英国思想史对世界现代文化发

展的重要历史贡献及其发展趋势。 

教学要求：通过梳理英国近现代以来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与之相应的思想史发展

的脉络，帮助学生形成本课程教学的总体学习思路，明确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与教学重点，

特别要突出强调学习英国思想史的根本目的与意义。 

重点、难点：总论的重点在于梳理英国近现代以来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与之相应

的思想史发展的脉络；难点在于要帮助学生形成关于英国文化思想的总体学习思路， 理解

英国文化思想的根本特征，在此基础之上，领会英国思想文化对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借

鉴意义。 

第一章  托马斯·莫尔 

学时：2 

主要内容：莫尔思想的历史背景；莫尔的人文主义情怀；莫尔的宗教观；莫尔的大同

世界观；莫尔思想的人文主义本质。 

教学要求：了解莫尔的成长过程及其教育背景；熟悉莫尔思想的主要内容与观点；深

入理解莫尔的宗教立场及其人文主义思想。 

重点、难点：重点在于莫尔的宗教观与大同世界学说；难点在于要从历史的角度深入

理解与批判莫尔的主要思想观点。 

 

第二章  弗朗西斯·培根 

学时：2 

主要内容：培根思想的历史背景；培根的科学主义精神与人文主义情怀；培根的经验

主义哲学思想。 

教学要求：了解培根的政治生涯与思想历程；深入理解培根看似矛盾却又内在统一的

科学主义精神与人文主义情怀 ；批判性接受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立场。 

重点、难点：重点突出培根的科学主义精神及其在哲学、文学中的集中体现；难点在

于引导学生理解其思想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内在统一性。 

 

第三章   托马斯·霍布斯与约翰·洛克 

学时：4 

主要内容：霍布斯与洛克思想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渊源；其各自政治思想的主要观点与

基本价值理念；两者政治思想的比较及其差别的内在本质；契约精神的世界意义。 

教学要求：了解霍布斯与洛克思想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渊源；熟悉其各自政治思想的主

要观点与基本价值理念；明确区分两者政治思想差别的内在本质；深入把握契约精神的世

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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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重点在于梳理两位政治哲学家对人的自然状态、契约理论等关键概念的

不同解释及其内在原因；难点在于要从哲学的高度批判性地阐释英国近代政治思想的本质

及其历史意义，对学生的思辨能力与理论基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第四章   亚当·斯密 

学时：2 

主要内容：斯密思想体系的知识构成；斯密对古典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贡献；斯密的自

由贸易理论；斯密经济学说的价值伦理基础；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哲学境界。 

教学要求：了解斯密思想体系的知识构成、自由贸易理论基本内容及其对古典经济学

发展的重要贡献；深入领会斯密经济学说的价值伦理基础及其相关著作《道德情操论》的

哲学境界；批判性地反思近代经济学说的历史命运及其集中体现的时代精神。 

重点、难点：重点在于斯密经济学说的价值伦理基础与哲学前提；难点在于批判性地

反思近代经济学说的历史命运及其集中体现的时代精神。 

 

第五章   边沁与穆勒 

学时：4 

主要内容：边沁与穆勒在英国伦理思想史上的承接关系；功利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及

其主要内容；穆勒对边沁学说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功利主义思想的价值及其局限性。 

教学要求：熟悉边沁与穆勒在英国伦理思想史上的承接关系；熟悉功利主义思想的时

代背景及其主要内容；深入理解穆勒对边沁学说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批判性地总结功利

主义思想的价值及其局限性。 

重点、难点：重点在于把握边沁与穆勒在英国伦理思想史上的承接关系；把握功利主

义思想的主要内容；难点在于深入理解穆勒对边沁学说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及其功利主义

思想的价值及其局限性。 

 

 第六章   埃德蒙德·柏克 

 学时：2 

主要内容：柏克思想体系的知识构成；法国大革命对柏克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柏克

思想的保守主义色彩及其根本意义与价值；柏克思想对世界政治学说的极大启发；柏克思

想对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启示。 

教学要求：了解柏克思想体系的知识构成及其法国大革命对柏克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

熟悉柏克思想的保守主义色彩及其根本意义与价值；特别强调深入思考柏克思想对世界政

治学说的极大启发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启示。 

重点、难点：重点在于领会柏克思想的保守主义色彩及其根本意义与价值；难点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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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批判性地理解柏克思想对世界政治学说的极大启发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启示。 

 

第七章   托马斯·卡莱尔 

学时：2 

主要内容：卡莱尔思想体系的知识构成；卡莱尔思想演变的历史过程；卡莱尔的英雄

主义历史观；卡莱尔对美国超验主义的影响； 

教学要求：了解卡莱尔思想体系的知识构成与思想演变的历史过程；重点掌握卡莱尔

的英雄主义历史观；强调卡莱尔对美国超验主义的影响； 

重点、难点：梳理卡莱尔文化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勾连；结合英国与美国的历

史，从跨文化的角度理解卡莱尔超验主义思想的精髓； 

 

第八章   亨利·纽曼 

学时：2 

主要内容：牛津运动的历史；纽曼的宗教观；纽曼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文化的批判；

纽曼的教育观；纽曼改宗天主教的深刻寓意。 

教学要求：了解牛津运动的历史；深入把握纽曼的宗教观与教育观；深入领会纽曼对

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文化的批判及其改宗天主教的深刻寓意。 

重点、难点：从基督教宗派之间的文化差异理解纽曼的宗教观；纽曼对维多利亚时代

社会文化的批判的当代意义及其启示。 

 

第九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 

学时：4 

主要内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渊源；达尔文、赫胥黎、马尔萨斯等人的基本社会

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 

教学要求：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渊源；熟悉达尔文、赫胥黎、马尔萨斯等人的

基本社会观；深入把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深入理解对社会达尔文主义

的批判； 

重点、难点：批判地接受达尔文、赫胥黎、马尔萨斯等人的基本社会观；深入理解社

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第十章   马修·阿诺德 

 学时：2 

主要内容：阿诺德文化思想的渊源与主旨；阿诺德文化思想的保守主义特色；阿诺德

的政治理论与文化价值理念；阿诺德思想对英国精英主义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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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了解阿诺德文化思想的渊源与主旨；领会阿诺德文化思想的保守主义特色；

理解阿诺德的政治理论与文化价值理念；把握阿诺德思想对英国精英主义文化的影响； 

重点、难点：阿诺德文化思想的保守主义特色及其对英国 20 世纪保守主义文化传统的

影响；阿诺德思想对英国精英主义文化的影响； 

 

第十一章   凯恩斯 

学时：2 

主要内容：凯恩斯的基本经济学观点；凯恩斯经济学观点的伦理基础；凯恩斯经济学

理论的历史意义及其现实价值； 

教学要求：了解凯恩斯的基本经济学观点；深入理解凯恩斯经济学观点的伦理基础；

批判性接受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意义及其现实价值； 

重点、难点：阐释凯恩斯经济学观点的伦理基础及其现实成因；如何把握凯恩斯经济

学理论的历史意义及其现实价值； 

 

第十二章    文化批判 与 20 世纪英国左派思想家 

 

学时：4 

主要内容：文化批判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基本概念；文化批判研究的代表性

人物及其基本观点；文化批判研究与 20 世纪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发展；文化批判研究与保守

主义文化观的比较；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与历史意义。 

教学要求：了解文化批判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基本概念；文化批判研究的代

表性人物及其基本观点；深入理解文化批判研究与 20 世纪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发展；深入把

握文化批判研究与保守主义文化观的比较；深入领会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与历史意义。 

重点、难点：文化批判研究与 20 世纪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发展；文化批判研究与保守主

义文化观的比较；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与历史意义。 

 

 

 

四、教学策略与方法建议 

本课程在教学上以教师为主导，结合英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系统地介绍英国自 17

世纪以来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 要求学生课后阅读有关章节的文献资料， 通过互动式教

学激发同学参与课堂讨论得积极性，力求让同学们深入领会英国社会文化的精髓及其基本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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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与学习资源 

1 、 A shortened history of England.  By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London. 

Longmans. 1942.( 爱心阅览室) ( 此书思想深邃，文笔精妙，堪称英国历史研究的力作) 

2、《英国史》，（英）屈勒味林 著， 钱端升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爱心阅

览室，推荐书目一的中文译本，译者语言能力一般，且众多术语并不准确，但可以作为参考之

用。） 

3、British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By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London. 

Longmans. 1928. （爱心阅览室） 

4、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 By Kenneth O. Morgan(Ed.) 钟美荪 注释，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2007 年。（爱心阅览室） 

5、《英国政治思想史》，阎照祥著，人民出版社，2010 年。（爱心阅览室） 

6、《英国史——国别史系列》，阎照祥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爱心阅览室） 

7、《英国哲学史》，索利著，段德智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爱心阅览室，中文翻

译很差，可用作思想史的梳理工作） 

8、《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钱乘旦、陈晓律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爱心阅览室，此书是我国学者论述英国历史的代表作品，很值得一读） 

 

六、考核方式 

本课程以学期论文形式考察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