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单元 历  史

第42讲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课标要求

1.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2.从人类文明发展和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

和价值,认识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

备考指导

1.了解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把握各阶段中华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2.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和社会价

值

3.了解中华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发展、升华,认识中华文化对

世界的影响



内 容 索 引

第一环节　必备知识落实

第二环节　关键能力形成

第三环节　核心素养提升



第一环节　必备知识落实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知识点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一、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

1.多元起源

(1)考古发现证明,无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还是

北方草原、四川盆地、青藏高原、天山南北,都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

(2)中原华夏族率先成为核心,并向四周辐射,推动着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

形成。

(3)春秋战国时期,内迁的戎狄蛮夷逐渐融入华夏族,初步形成了各地区、

各民族共同的血缘认同、文化认同。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2.古代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3.近代中华文化的新发展

(1)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向西方学习以救亡

图存逐渐成为近代中华文化的潮流。

(2)20世纪初期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抨击封建思想,科学与民主成为中华文

化追求的价值目标。

(3)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推动了中华文化的进步。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1.重视以人为本

(1)周公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并制礼作乐,建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礼乐制度。

(2)春秋时期,孔子提倡“仁”,主张“仁者爱人”。
(3)后世儒学思想家大多恪守孔子的人本思想,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建

立起儒家的一套规范社会关系的伦理秩序。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2.民本思想

(1)春秋时期,管子提出君主治理国家要顺应民意。孔子要求统治者体察

民情,反对苛政。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仁政”说,其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为轻”的主张,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辉。

(2)历代思想家继承了先秦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发展为系统的理论学说,

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政治实践,成为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对推

动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3.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1)夏商时期,人们相信上天和鬼神。商朝人每遇事必祭天地、祖先。

(2)春秋时期,老子提出“道”的概念,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认为万物都是由道而产生,自然而然。他的哲学思想中凸显了人的存在,

追求天人合一。

(3)战国时期,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的
思想。

(4)特点:他们以朴素的唯物观解释自然,摒弃了天命的绝对权威;天人合

一思想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认为人类利用自然应该尊重自然规律,

顺应自然,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4.提倡爱国,追求家国情怀

(1)起源:孔子、墨子、孟子等均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是儒家学说的精髓。

(2)发展:张载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家国情怀的体
现。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5.崇德尚贤,推崇天下为公

(1)表现:西周初年,周朝统治者主张“明德”“敬德”;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主
张以德治国,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墨子认为“夫尚贤者,政之本也”,主
张“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孟子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礼记》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2)影响:这些思想不仅在各国掀起了人才使用革故鼎新的大变革,也对历

史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6.崇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1)《周易》中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2)战国时期的孟子,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

屈原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境界。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7.主张和而不同

(1)表现

①起源:西周末年的太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不同事物之间
彼此配合达到平衡,即“和”,才能产生新事物。
②继承:孔子、孟子视“和”为人性中应有的美德,提出了“和为贵”“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思想。

(2)影响:“和”的思想作为认识与处理事情的方法,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到

了积极作用。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价值

1.特点

(1)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品格。中华文化

的起源与发展具有本土性。

(2)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领域广阔,体现了文

化的多样性。

(3)中华文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积极吸纳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4)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特质的体现,具有强大的凝聚性。

(5)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传承至今,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具有连续性。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2.价值

(1)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它蕴含着丰

富的道德伦理,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

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2)从未中断的中华文化维护着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维系着统一多

民族的大家庭,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为治国理政和道德建设提供了

有益借鉴。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知识点二　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

一、中华文化在交流中发展

1.佛教文化的传入与融合

(1)过程

①两汉之际,来自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

②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日趋兴盛,逐渐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相融合。

③隋唐时期,佛教出现了不同宗派,禅宗成为主流,佛教完成本土化。

④宋明时期,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兼容佛教和道教理论的宋明理学形成,佛

教融合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2)影响

①佛教文化的传入,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逻辑思维、语言

词汇、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②中国传统的诗词、书法和绘画,很多体现了佛教的内容,同时也吸收了

佛教的理念,更加注重境界的表达。

③中国的建筑艺术受佛教影响。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

石窟,是中国佛教建筑艺术的结晶,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④佛教文化宣扬的因果轮回、消极避世等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2.西学东渐

(1)明末:意大利人利玛窦等带来天文、地理、数学等方面的新知识。徐

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等人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主张以开放的

胸怀会通中西文化。《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西方科学著作相继被

译介到中国。

(2)清初:17世纪,清政府任命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主持钦天监工作,并招

揽数学、医学、天文等方面的人才来到中国。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3)晚清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4)民国初年

①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吸收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②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

接受马克思主义,重新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

③五四运动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二、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1.对东亚、东南亚的影响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2.四大发明西传

(1)造纸术:8世纪以后,逐渐传入中亚、西亚及欧洲,对当时欧洲的教育、

政治及商业等活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火药:13世纪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推动了欧洲火药武器的发展,使封

建城堡不堪一击,骑士阶层日渐衰落。

(3)指南针:促进了远洋航行,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4)印刷术:继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后,欧洲人造出了自己的活字印刷机,

大大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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