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单元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

第九课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面向未来）



课标要求 近年考情 考向预测
1. 辨识各种文化现
象，领悟优秀文化
作品的影响力和感
召力，认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
展道路。
2.展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自信，
坚定文化自信，筑
牢理想信念之基，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1.2024.北京.高考真题/选择题

2.2024.全国.高考真题/选择题

3.2024.湖南.高考真题/选择题

4.2024.浙江.高考真题/选择题

5.2024.湖北.高考真题/选择题

6.2023.北京.高考真题/选择题

7.2023.湖南.高考真题/选择题

8.2023.湖北.高考真题/选择题

9.2023.浙江高考真题/选择题

1.高频考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文化强国和文

化自信，尤其是文化强国和文化自信。

2.题型预判：选择题和非选择题均会考查。

3.备考要关注时政热点：我国各地文化建设的典

例以及十四五规划中对文化强国的相关规定，考

查文化建设和发展、文化强国以及文化自信等相

关知识点的运用。



【知识结构】

历史必然性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文化强国与
文化自信

建设文化强国

文化发展的
必然选择

文化发展的
基本路径

发展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
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选择

决定

中国文化与
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

文化生命力判断标准

中特文化发展道路 客观依据、意义

坚定理想信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立足时代之基 回答时代问题

融通不同资源 实现综合创新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文化路径

文化目标

举措

原因
要求

提高人们道德修养科学文化修养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核心考点一



（1）探索：为了民族复兴，再铸中华文化的辉煌，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寻找救国

良方，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

（2）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进入中国，各种主张纷纷登场亮

相，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都不能解决中国文化走

向何处的问题，无法使中华文化走向复兴之路。

1、中华文化复兴之路的探索和结果



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②指明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为中华文化发展指明了

社会主义方向。

③★转折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华民族由衰微走向重振的重要转折点。

④文化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肩负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2、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影响



3、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发展的贡献

①指明方向：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写在自己的旗帜

上，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为中华文化发展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

②肩负使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肩负起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③引领践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

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扮演角色）

④创造新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创造新文化）



4、中华文化的组成及重要性

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中国革命的精神标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重要性：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注意：三种文化共同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

      三种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在生存和发展实践中的伟大创造。

      三者汇聚成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流，构成当代中国文化优势的三大支点，共同构筑了

当代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区
别

形
成

内
涵

作
用

联系

孕育于中华民族五千
多年的文明发展中

形成于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

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实践中

核心思想理念
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人文精神

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
神、延安精神、红岩精
神、西柏坡精神等

是中华民族传承和
发展的根本；是中
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也是我们最深厚的
文化软实力

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
调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①一脉相承、延续发展、不断升华。②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华文化的主流。积淀
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并随社会实
践的发展而发展。③辩证统一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承载着党和人民对
国家独立、民族解
放、人民幸福的不
懈追求，是中国革
命的精神标识

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为)

③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

④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⑤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特别提醒】

注意教材——五处精神标识的提法：
•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 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标识——

•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 中国革命的精神标识——

• 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革命文化

民族文化



形成

领导者

指导思想
指导
方针

双为
双百

发展方向

具体
要求

具体
特征

发展
目的

全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
者和弘扬者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指导思想一元化）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根本方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并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时代精神）
坚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吸取和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成果（开放精神）
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方向，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创新精神）
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其内在的性质科学
建立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

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素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
物质文明协调发展，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创造中华文
化新辉煌；

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科学的
民族的
大众的



判断文化生
命力的标准

决定因素
（必要性）

积极意义
（重要性）

①① 发展方向：发展方向：就是要看它是不是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
②② 实践根源：实践根源：就是要看它有没有生存发展的实践土壤；
③③ 人民需求：人民需求：就是要看人民有没有对它的需求。
①人民利益：是由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决定的
②性质宗旨：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
③制度道路：是由我国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决定的
④文化发展：是由继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决定的
⑤自身规律：是由我国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决定的 

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才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相衔接，与我国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相匹配。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2024·全国·高考真题）时传祥是新中国的全国劳动模范、掏粪工人。

一年四季，时传祥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北京胡同里，弯腰埋头掏粪扫污，形

成了“宁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时传祥精神。如今，车轮、粪管代替

了脚步、粪勺，不变的是坚守和付出。一代又一代年轻的环卫工人传承和

发扬时传祥精神，用青春和汗水守护城市的美。这表明(        )

①先进文化是在劳动和奉献中形成和发展的

②传承发展先进文化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

③先进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被赋予新的内涵与形式

④每个人都对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A

说法太绝对

辛勤劳动是创造物质财富
的基础，②错误。



（2024·北京·高考真题）2024“觉醒年代”研学行依托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
动旧址群，围绕重点文物和史料设置研学项目。师生们就课题（如图）开展研究，参
与研讨会、实地研学考察，撰写研究报告。研学行的意义在于(        )

C
研究课题
①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
②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
③新时代红色文化内涵挖掘及传播
④北大红楼历史
⑤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片区
⑥蒙藏旧址与铸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①依托党的早期活动，探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变革
②了解有志青年投身革命事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③感受中华民族觉醒的脉动，领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④充分发挥“第一手材料”与“第二手材料”的作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

核心考点二

1、坚定理想信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2、立足时代之基  回答时代问题

3、融通不同资源  实现综合创新



（1）总体要求：

要求 原因 具体措施

坚持自
信自立

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
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
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文化发
展要依
靠人民

①人民是文化发展的主体，文化发展要依靠
人民。②文化是在人民群众伟大的社会实践
活动中孕育和创造的。人民的生活是一切文
化产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贴近人民
的精神生活，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伟大实
践，生动展示人民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
创造历史的辉煌业绩。

文化发
展要为
了人民

①人民是文化成果的最终享有者和受益者。
社会主义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
②不断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
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
质，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目的。

①加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
益；②生产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
化作品，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
群众，丰富高品质文化消费产品的供给，
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共
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具体要求：

1、坚定理想信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2、立足时代之基  回答时代问题

立足
时代之基
的原因

回答
时代之问
的原因

①每一种文化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是时代精神的展现。
②文化作品只有符合人类历史前进的时代潮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体现时代特征，反映时代风貌，才能具有恒久的魅力。
（文化与时代的关系）

①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关键是回答时代问题，完成时代任务。
②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只有立足时代、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只有倾听特定的时代声音，才能吹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号角。

提醒：1.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关键≠源泉。 

文化创新的源泉是社会实践。
2.创新不是目的，目的是服务实践。
3.文化对时代是影响，不是决定。



融通不同
资源

实现综合
创新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融通古今中
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优秀文化等资源。
（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吸收借鉴
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

①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②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
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③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④通过综合创新，形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内外前后看）通
过综合创新，形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3、融通不同资源  实现综合创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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