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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

2024高考一轮复习



课前背书

1.文化民族性的地位、作用、核心和体现

2.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原因和措施

3.文化交流的意义、原则和要求

4.文化交融的原因和意义

5.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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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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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高考风向——一览无余



课标要求

课标
要求

感悟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理解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明确文化交流互鉴的途径和意义

备考
策略

以“文化创新靠什么”为议题，探究文化创新的动力和途径。
可通过对中外文化交流和互鉴的事例的解读，理解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意义

备考
指南

通过以亚洲文明的展示、中外文化交流的具体实例、敦煌飞天的材料作为一般情境，
考查文化的民族性与多样性、文化的交流与交融、正确对待外来文化



单元真题列表

核心考点 考题 知识点

文化传承与
文化创新

2022山东T19(2);北京T7;辽宁T11;海南T12;浙江6月T2

3；2023湖南T10； 文化的作用

2022辽宁T10; 2023 浙江1月T20；
2023新课标T10； 文化交流与发展

2022浙江T25、26;

 2023 浙江1月T21；2023新课标T7；2023湖北T20； 文化传承与发展

2022辽宁T20(3) ;海南T24;浙江6月T24,2023 .浙江1月
T22；
2023新课标T8；2023北京T17；2023浙江6月T20；2023

山东T18；2023山东T11；2023湖北T16；2023湖南T2

0；2023湖南T10；

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

2023北京T20；2023北京T4；2023北京T1；2023浙江6

月T21；2023湖北T16；2023湖南T20；2023湖南T10；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



名词点击——击破抽象

PART 02



 文化多样性表征文化存在的丰富程度。

1、文化多样性

         是在处理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时存在的两种

错误倾向。“守旧主义”一味固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拒绝接受新文化;“历史 虚无主义”则从根本上否定

传统文化。

3、“守旧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文化交流,构成了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各民族

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交流会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和

创新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2、文化交流

        是在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时存在的两种错误

倾向。“封闭主义”一味固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拒绝接受任

何外来文化;“民族虚无主义”则一味推崇外来文化。

4、“封闭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

”

名词点击



体系构建——一网打尽

PART 03



知识体系



高频考点——核心突破

PART 04



8.1文化的民

族性与多样性

文化具有民族性

文化具有多样性

1、民族文化的地位

3、民族文化的作用

5、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
4、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2、民族文化的产生

1、文化多样性的地位

3、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原因（为什么）

4、对待文化多样性的态度、要求

2、文化多样性的形成

文化基本特征

侧重侧重民族文化民族文化
独具特色独具特色

侧重侧重世界文化世界文化
丰富多彩丰富多彩

知识预览 



1.文化具有民族性

民族文化

的含义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

化

民族文化

的作用

民族文化起着维系社会生活、维持社会稳定、激发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

作用，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

民族文化

的核心和

灵魂

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民族文化体现在民族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

、思维方式，以及民族节日、民族服饰等方面

核心突破一：文化的民族性与多样性



2.文化具有多样性

原因 ①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各国和各民族的政治

、经济等社会条件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②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

求

要求 要在坚持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尊重差异，理解个性，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

尊重其它民族的文化，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核心突破一：文化的民族性与多样性



比较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的多样性

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的多样性

区

别

表

现

民族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

式，以及民族节日、民族服饰等方面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各具特色

原

因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

的独特标识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扎根于

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各国和各

民族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条件不同

 联系

①文化民族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文化民族性凸显了民族文化的个性，

即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民族文化越丰富、越发

展，世界文化多样性越明显

②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民族性：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可以做到相互借鉴、

取长补短，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归纳总结 



比较 文化多样性 文化多元化
区
别
基本
内涵

主要是指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即人类文化
表现形式的丰富多彩

主要是从文化的来源和性质来说，从
性质上泛指各种文化中既有优秀的文
化，又有落后的腐朽的文化

社会
作用

对人类社会来说，正是有了文化的多样性
，世界才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生机和活力

文化多元化的存在对社会作用的性质
是不同的，先进的、健康的文化有利
于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
文化则阴碍了社会的发展

对待
态度

对待文化多样性，既要认同本民族的文化
，又要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

对待文化多元化，既要大力维护和发
展先进的、健康的文化，又要坚决克
服或抵制落后的、腐朽的文化

联系 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表现，但不是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方向

知识拓展：区分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化



易混易错辨析

1.经济发展程度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

3.文化的多样性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必然要求。(      )

4.面对文化多样性，我们要尊重差异，理解个性，要认同其他民族文化。(      )5.民

族文化是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纽带。(      )

6.尊重文化的多样性，需要认同本民族 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      )

7.世界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必然弱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

8.文化交流有助于减少文化差异。(      )



易混易错辨析
1.经济发展程度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解析】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解析】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3.文化的多样性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必然要求。

【解析】文化的多样性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
4.面对文化多样性，我们要尊重差异，理解个性，要认同其他民族文化。
【解析】面对文化多样性，我们要尊重差异，理解个性，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5.民

族文化是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纽带。

【解析】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纽带。
6.尊重文化的多样性，需要认同本民族 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

【解析】尊重文化的多样性，需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尊重其他民族文化。
7.世界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必然弱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解析】世界文化是由世界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的，没有民族文化就无所谓世界文化。世界文化全球化趋势的
出现，不会弱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注意：文化的共性不是趋同，也不是相互替代;文化的个性不代表文化没

有一致性。
8.文化交流有助于减少文化差异。

【解析】文化交流不会减少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加强文化交流可以促进本民
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从而有利于体现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文
化
交
流
与
文
化
交
融

文化交流文化交流
与文化发与文化发
展展

文化交流的意义文化交流的意义

文化交融文化交融
与文化发与文化发
展展

文化交流传播的文化交流传播的前提前提、途径、途径

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文化交流的要求文化交流的要求
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的原则

维护各国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文化交融的意义文化交融的意义

文化交融推动文化的发展

推进人类文化交融，是让世界变

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

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知识预览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的关系

文化交流（量变） 文化交融（质变）

区
别

文化的相互沟通,互通文化的有无,

促进文化丰富与发展。把一个民族

的文化传播到另一个民族。强调通

过一定的方式使文化得以传播。

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吸收和借鉴、

取长补短。强调的是不同民族文化

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

产生融汇多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

联
系

 例：把外国的建筑理念带到中国。 例：形成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1、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

文化交流是文化交融的前提、基础，文化交融是文化交流的升华、发展。

 2、对文化发展的作用：

文化交流构成了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交融推动文化的发展。

归纳总结



关系 文化交流 文化交融

区
别

内涵
不同

文化交流是彼此间文化的相互沟通
，互通文化的有无，促进文化丰富
与发展。也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语
言、报刊、网络等)使得文化得以传
播

文化交融强调的是不同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彼此渗透，难分你我。文化交融更多的是指推
出融汇多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的过程

侧重
不同

文化交流侧重的是把一种文化发扬
光大，传播开来，让更多的受众知
道、理解的过程

文化交融侧重的是不同民族文化间相互借鉴、取
长补短的过程，是在文化交流、借鉴的基础上，
推出融汇多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的过程

实质
不同　　文化交流发生的是量变 文化交融发生的是质变

意义
不同

文化交流促进了文化自身的发展，
也促进了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
；文化交流间接促进文化发展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交融，从而共同
推动世界文化创新；文化交融本身就是文化发展
与创新

联系
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①文化交流是文化交融的前提、基础，文化交融是文化交
流的升华、发展。所有的文化交融都是建立在文化交流基础上的。②文化交融是多元
文化交流的结果之一

核心突破二：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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