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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重难点学习指南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基本特征及其原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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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 

【学法指导】 

1.建构单元知识体系，系统掌握单元知识； 

2.能够运用本单元知识生活中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华文化展示、民族精神活动的进行阐

释。 

【任务一】本单元知识结构图 

 

 

 

 

 

 

 

 

 

【任务二】本单元重难点解析 

第六课 我们的中华文化 

1.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汉字 史书典籍 

作用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为书写中华文化，

传承中华文明，发挥巨大的作用。  
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重要见证。 

意义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标志。 

汉字是中华文明重要标识。 

能够将大量的史实记载下来，将丰富的

时刻积累起来。 

特点 汉字文化内涵丰富，今天为中华各族人民

所通用。 
规模之大、存留之丰，为世界所仅有。 

2.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①独特性：突出表现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 

a.文学艺术：反映人们精神生活、展示人们精神世界具有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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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科学技术：我国古代科技注重实际运用，具有实用性和整体性的特点。 

②区域性：一方水土，一方文化。 

a.成因：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 

b.关系：不同区域的文化，长期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吸收，既渐趋融合，又保持

着各自特色。 

③民族性：中华之瑰宝，民族之骄傲。 

民族文化异彩纷呈，都为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3.中华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①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共同体。各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民族

特性。各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熔铸了中华文化。 

②有利于增强各族人民对共同拥有的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

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4.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含义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即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 

求同存异，就是能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睦相处； 

兼收并蓄，就是能在文化交流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积极成分。 

意义 ①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得益于包容性。 

②有利于各民族文化在和睦关系中交流，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对外域文化的理

解，增强了中华文化的融合力。 

③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 

地位 既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重要原因，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 

5.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才能造就中华文化新的辉

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七课我们的民族精神 

1.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 

①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文化的力量，集中表现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力量。 

②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 

2.中华民族精神基本内涵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伟大的创造精神，伟大的奋斗精神，伟大的团结精神，伟大的梦想精神。 

3.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 

地位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贯穿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 

作用 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

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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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 

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的高度统一。 

新时期主题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        

4.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特征 

①原因：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其形成和发展是长期历史积淀的过程，也是随

着时代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②表现：具有深厚的民族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民族性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悠久历史的积淀，是一个民族思想信念，蕴含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烙印。 

时代性 民族精神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与时俱进的体现。 

先进性 
根据时代的进步、世界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的魅力在于它的活力，在于它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5.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原因 

①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性 

 

 

 

 

 

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必要性 

 

 

 

 

 

 

6.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途径 

①最重要的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心骨”作用。 

②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③正确对待外来思想文化，要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汲取各民族的长处。 

④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 

⑤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⑥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我们人人都应该成为民族精神的传播者，弘扬者和建

设者。 

中华

文化

力量 

民族

精神

力量 

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 

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繁荣的精神动力 

中华

民族

之魂 

中华

文化

力量 

民族

精神

力量 

社会 

个人 

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要求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 

提高全民族综合素质的必然要求 

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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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易错易混分析 

易错 1：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见证是文字和史书典籍。 

易错 2：中华文化呈现着各民族文化的丰富色彩，民族不同，民族文化的色彩就不同。 

易错 3：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就是在交流中全盘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 

易错 4：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总和。 

易错 5：中华文化的力量是激励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内忧外患、创造幸福

生活的决定力量。 

易错 6：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中。 

易错 7：中华民族精神的力量集中表现为中华文化的力量。 

易错 8：爱国与爱社会主义始终是一致的。 

易错 9：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易错 10：民族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