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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第一单元“文化与生活”重难点——学习任务单 

【学习目标】 

通过辨识各种文化现象，学会用文化的眼光分析各种社会现象，选择健康向上的文化生

活，领悟优秀文化作品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坚定文化自信。 

【学法指导】 

理例结合，感受文化的力量。 

【任务一】本单元知识结构图 

【任务二】本单元重难点解析 

1.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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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 

文化对经济、政治具有反作用，不同的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影响不同，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

不同。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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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文化具有自身的传承性和相对独立性，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但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

治的发展并不完全一致 

相

互

交

融 

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随着民主和法治建设发展，人们为了参与政治生

活，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 

为推动经济建设，发展教育、培养各种高素质

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越来越重要 

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

大势不可逆转， 但一些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

借助文化渗透的方式，竭力推销自己的价值观

念，企图削弱和取代别国的民族文化，以推行强

权政治。这使世界范围内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斗

争，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 

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总体格局中的作用越

来越突出 

 

 

 

 

 

2.文化对人的影响的表现 

（1）文化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 

（2）文化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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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人影响的表现，可按照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一般的思路来把握。从微观上，

它影响人们具体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即人的言行举止；从宏观上，它影响人们对整个世

界的认识和改造。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对人的影响，不能认为文化支配人们的交往行为；影响不能等同于

塑造，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优秀的文化才能起正面的塑造作用。 

3. 文化对人的影响的特点 

  潜移默化 深远持久 

内涵 是指每时每刻、不知不觉地受到文化的影响 是指经年累月、难以抹去的文化影响 

角度 侧重影响的过程和方式 侧重影响的时效 

特点 一般不是有形的、强制的 具有相对稳定性，短期内一般不会改变 

注意 

人们接受健康向上的文化影响，并不都是一

个消极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自觉学习、主

动接受文化熏陶的过程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但并不是一

成不变的 

启示 
启示我们要自觉学习、主动接受健康向上的

文化影响，提高自身素养 

启示我们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标志  

词语 

无形中、熏陶、耳濡目染、润物细无声、“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等 
难以改变、保持、“乡音无改鬓毛衰”等 

联系 

二者密切联系，文化对人深远持久的影响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的。人们长久地生

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不知不觉受到影响，这种影响一旦内化为人的态度和信念，就

会形成惯性和定势思维，对人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4.全面认识文化的作用 

文

化

对

社

会

的

作

用 

文化的

本质 

文化的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文化与

经济 

①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经济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

定的经济所决定；一定的文化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给予经济以重大影响 

②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在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教育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的总体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文化与
政治 

①文化与政治相互影响：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所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

的政治，给予政治以重大影响。不同民族的文化，影响不同民族和国家各具

特色的发展道路 

②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人们为了参与政治生活，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世

界范围内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斗争，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 

文化与

综合国

力 

①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②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的

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 

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中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重要

精神武器 

文 表现 ①文化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②文化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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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对

人
的

影

响 

活动和思维方式 

特点 ①文化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②文化对人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 

文化塑

造人生 
优秀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文

化

对

文

化
自

身

的

影

响 

对文化本身——横向   多样性、交流、传播 

对文化本身——纵向   继承、发展、创新 

中华文化、民族精神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任务三】易错易混分析 

1．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直接转化为物质力量。 

分析：错误。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

物质力量，但不能“直接”转化，必须通过人的实践活动。 

2．文化决定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 

分析：错误。文化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但不决定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

式。 

3．文化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分析：错误。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并非所有文化都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 

4．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每个人接受文化的影响都是消极被动的、无目的的。 

分析：错误。人们接受健康向上的文化影响，往往是自觉学习、主动接受文化熏陶的过

程。 

5．对于文化环境的影响人是无能为力的。 

分析：错误。文化对人的影响，是个人主动参与的过程，个人可以防止不良文化环境的

影响。 

6．文化能够增强人的精神力量。 

分析：错误。不同性质的文化作用不同，只有优秀文化才能增强人的精神力量。 

7．优秀文化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起决定作用。 

分析：错误。优秀文化为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不能说起决定作用。 

8．积极参加各种文化活动，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 

分析：错误。文化活动包括健康有益的和落后有害的，积极参加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

不断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 

9．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在塑造人，文化不断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分析：错误。优秀文化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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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要不断加强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素养是先天和后天的

因素共同造就的。 

分析：错误。每个人的文化素养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参与文化活动、接受文化知识教

育而逐步培养出来的。 

11. 经济是基础，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所决定，因此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 

分析：错误。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文化有其自身的传承性和相对独立性，

可先于或者落后于经济、政治的发展。 

12.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基础。 

分析：错误。综合国力竞争的基础是经济力和科技力。 

13. 文化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分析：错误。优秀文化才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4.一个人的文化水平是文化素养的核心和标志。 

分析：错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人的文化素养的核心和标志。 

15. 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一般是有形的、强制的。 

分析：错误。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无形的，非强制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