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单元　中国古代文艺长廊

第7课　汉字与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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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导  学 导学　不同时期的书法家及时代变迁对书法艺术特点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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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苏轼认为：“书必有神、气、骨、肉、血，

五者阙一，不成为书也。”“我书意造本无法。”黄

庭坚也主张书法“入神”。

材料三　明代，几乎同时生活于苏州的祝枝山、文徵

明虽为好友，但书法情态迥然有别。祝枝山书法潇洒

风流，如斜雨疾风；文徵明书法则温柔婉约，如春日

柳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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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根据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以表格形

式归纳不同时期我国的书法家及时代变迁

对书法艺术特点的影响。

提示：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归纳不同时期

的书法家及时代变迁对书法艺术特点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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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归  纳

1．历程：原始社会出现简单的刻画符号，商代

出现了成熟的甲骨文，秦统一后推行小篆，后隶

书得到推广；在此基础上，汉字发展为自觉的书

法艺术，出现了草书、楷书、行书，最后形成了

中国书法的五种主要字体。

中国古代汉字的发展历程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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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阶段：汉字书法艺术以魏晋南北朝为界，以前

属于自发阶段，汉字书法以实用性为主，主要有

秦篆和汉隶。以后属于自觉阶段，其审美情趣日

益浓厚，楷书、行书和草书各具特色，名家辈出。

明代书法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平民化、世俗化，更

加强调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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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题
剖  析

下表中的日文写法主要仿自中国某种书法字体。唐

代擅长这一书体的书法家是(　　)

A．王羲之　　　　　　　　B．颜真卿

C．柳公权  D．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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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此题考查古代书法艺术和书法名家。解

法一：日本文字主要由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创造

的片假名和学问僧空海采用汉字草书创造的平

假名构成，材料中点出平假名，故受草书影响，

怀素是狂草名家，选D项；解法二：根据材料中

的平假名字体判断是模仿草书，这是本题考查

的主要意图；解法三：排除法，王羲之非唐朝，

颜真卿和柳公权擅长楷体，故选D项。

答案：D



    课标点击

    基础预览

    互动释疑

    课堂点睛

        

栏
目
链
接

　(2014·中山高三期末)下图是王献之《中秋帖》，

对其评价正确的是(　　)

A．遒媚劲健，固自不乏，要之晋法亦大变耳

B．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

C．笔势精妙，备尽谐则，列为正书第一

D．出于颜，然内蕴变为外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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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王献之是东晋时人，而观察图中可知

《中秋帖》是行书，这是晋代比较流行的书体，

因为这能体现魏晋文人对风度的追求；A项是对

柳公权书法的评价，故A项错误；而B项说的正

是行书，故B项正确；C项是对王羲之《乐毅论

》的评价，故C项错误；D项中“颜”是指颜真

卿，事实上D项是对柳公权书法的评价，故D项

错误。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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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某地发现一座古代墓葬，出土距今5 000年的玉

面人和一尊扁足青铜方鼎，方鼎内壁刻有小篆。对

此墓葬的年代，以下推测正确的是(　　)

A．据玉面人的年代推算，应为母系氏族时期

B．青铜器是商朝标志性器物，故应在商朝

C．商朝时期出现青铜铭文，估计在西周时期

D．根据文字判断，墓主最早应是秦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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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学科主干知识的掌握

和分析能力。古墓中虽有玉面人、扁足青铜

方鼎等器物，但方鼎内壁刻有小篆。小篆是

秦统一以后在全国推行的文字，故D项正确。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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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的这句

诗描述了当时一位书法家的创作情景，这位书法家是(　　

)

A．王羲之  B．张旭

C．颜真卿  D．柳公权

解析：A项王羲之是魏晋时期的，而杜甫是唐朝人。

C项和D项中颜真卿、柳公权擅长的是楷书，比较严

谨。而诗句中的书法家潇洒不羁，作品酣畅淋漓，“
如云烟”，应该选B项，书写草书的张旭。

答案：B



专题四  杰出的中外科学家 



    一、李四光与地质力学

    1.主要贡献

    (1)奠定中国地质力学的基础。

    ①1921年，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成为中国第四纪冰川

地质学和气候学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

    ②自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出版了《中国地质学》、《地

质力学概论》，创立了地质力学。

    ③组织实施新中国的地质普查勘探工作，发展了新中国的

地质事业。



    (2)推动中国石油资源的开采。

    ①李四光用力学研究地壳现象，创立了“构造体系”的基

本理论。

    ②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在李四光理论的指导下，

我国相继找到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

型油田，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2.评价

    (1)李四光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立者和

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2)李四光为我国科技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在中国科学史

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二、牛顿：宇宙定律的发现者

     1.成就

    (1)物理学领域。

    ①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综合并表达了经典力学的三个基

本定律：惯性定律、加速度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②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从而诞生了天体

力学。“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标志着近代科学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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