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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第二单元重难点——学习指南 

【学习目标】 

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理解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明确文化交流互鉴的途径和意义，明确

文化创新的途径及意义，领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意义，

增强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 

【学法指导】 

理例结合，理解文化发展的规律 

【任务一】本单元知识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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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本单元重难点解析 

1、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文化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2.为什么推动文化交流（文化传播）？ 

（1）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的基础 

（2）推动文化交流的意义 

①对文化发展的意义：通过文化交流，各民族文化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借鉴，博采众长，

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可以推动本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增强本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可以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 

②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交融。通过文化交流，可以促进国际

贸易的发展，实现经济上的互利共赢。 

③对国际政治的意义：文化与政治相互影响。通过文化交流，可以促进国家间的相互理

解，减少隔阂，增进共识，促进世界和平。 

3.怎样推动文化交流（文化传播）？ 

①进行文化交流，首先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培育好、发展好本民族文化。 

②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遵循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差异，

理解个性，和睦相处，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 

③要充分利用商业贸易、人口迁徙、教育等途径，推动文化交流与传播。 

④借助现代文化传播手段，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进行文化交流。  

⑤（中国）要欢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在中国传播，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同时要更加

主动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4.为什么要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 

（1）影响：积极影响：传统文化如果能顺应社会生活的变迁，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精神需求，就能对社会与人的发展起积极作用 

消极影响：如果一成不变，传统文化也会起阻碍社会进步、妨害人的发展的消极作用。 

（2）对民族对国家来说：①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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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纽带。传承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民族凝聚力。 

②传统文化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只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克服传统文化的消极作

用，才能兴旺发达，社会才能发展进步。 

5.怎样正确对待传统文化？ 

（1）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侧重于继承角度） 

（2）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

即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侧重于发展角度） 

（3） 方向上：反对固守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守旧主义”和根本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

虚无主义”倾向。 

6.全面认识教育的作用 

 

7.为什么推动文化创新？ 

（1）必要性：文化创新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 

（2）重要性（意义）创新是文化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证。 

a 文化创新可以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进行文化创造、实现文化创新，是适应社会实践

的需要，为社会实践服务。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是文化创新的根本目的，也是检验文化创

新的根本标准；  

b 文化创新能够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传统文化才能焕发生机、

历久弥新，民族文化才能充满活力、日益丰富。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永葆生命力和

富有凝聚力的重要保证。 

8.怎样推动文化创新？ 

（1）立足于社会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或其他具体实践） 

（2）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对待传统文化既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要“推陈出

新、革故鼎新”，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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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加强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充分借鉴、吸收外国文化的

有益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色。 

（4） 着眼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充分

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5）要坚持正确方向，克服“守旧主义”和“封闭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

虚无主义”等错误倾向 

（6）在时代的新起点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积极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

传播手段的创新。 

【任务三】易错易混分析 

1.只有民族节日和文化遗产才能展示文化多样性 

更正：通过民族节日和文化遗产可以体现文化多样性，但文化多样性也可通过语言文字、

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体现出来。 

2.尊重文化多样性就是认同其他民族文化 

更正：尊重文化多样性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认同本民族文化 

3.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要遵循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 

更正：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要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培育好、发展好本民族文化。 

4.民族节日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更正：物质资料生产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5.新传媒的出现意味着旧传媒失去作用 

更正：大众传媒是当今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越

来越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最大限度地促进世界信息的汇集和文化的交流。新的传媒

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的传媒的消失，各种传媒都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6.图书阅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 

更正：商业贸易 、人口迁徙 、教育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图书阅览是文化活动，是

一种文化传播的方式，有利于推动文化传播。 

7.传统文化是文化创新的源泉 

更正：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是文化创新的根基 

8.继承是发展的必要前提，发展是继承的必然要求，先继承后发展。 

更正：继承是发展的必要前提，发展是继承的必然要求。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

发展的过程中继承。继承与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9.文化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 

更正：文化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 

10.文化创作的基本要求是推陈出新，博采众长 

更正：文化创作的基本要求是立足社会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