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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

第三单元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 

第一单元 

探索世界与把握规律

u第一课  时代精神的精华

u第二课  探究世界的本质

u第三课  把握世界的规律

（哲学概论）

（唯物论）

（辩证法）

u第四课  探索认识的奥秘

u第五课  寻觅社会的真谛

u第六课  实现人生的价值

（认识论）

（历史观）

（价值观）

u第七课  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u第八课  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

u第九课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本来）

（外来）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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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分析
考点要求 考题统计

文化的民族性与多样性

2024 选择题：江苏卷、浙江卷

2023
选择题：江苏卷、浙江卷    

主观题：湖南卷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

2024
选择题：山东卷、新课标Ⅱ卷 

主观题：北京卷

2023
选择题：天津卷  

主观题：湖北卷

正确对待外来文化
2024

选择题：安徽卷     

主观题：广东卷

2023 选择题：浙江卷



19.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高二某学习小组就“聚焦中国故事，探究中国智慧”主题整理了下列材料，并开展讨论：为
破解全球发展赤字难题，中国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增加了发展中
国家话语权；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动实施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措施和行
动。从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成立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到宣布“可持续发展科学
卫星1号”数据面向全球开放，并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2个自贸协定，中国为全球发展带来更
多新机遇。

    另一方面，讲述中国故事、蕴含中国智慧元素的文化产品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
喜爱。《跨越千年，书写繁荣的丝路新画卷》多语种微视频，展现了“丝路精神”薪火相传背
景下推动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被多家国外主流媒体转载，
覆盖受众4亿多人次。契合青年文化潮流的民间舞蹈“科目三”火热出圈，传到日韩、欧美后掀
起中国流行符号的海外模仿秀，形成文化热点事件……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日益深入
人心。

（1）以“国际传播中如何将‘中国故事'转为'世界故事'”为议题，结合材料并运用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知
识，谈谈自己的看法。

广东高考链接



文化的民族性和多样性



1.文化具有民族性

法国巴黎圣母院中国长城 印度泰姬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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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化具有民族性

地位

产生与

形成
  历史产物+人民智慧+借鉴融合其他民族文化

作用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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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③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构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核心和
灵魂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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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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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民族文化内涵两个维度【注意】民族文化内涵两个维度
l对外：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对外：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
的区别的区别；；l对内：中国对内：中国5656个民族，每种民族文化各有特色；个民族，每种民族文化各有特色；



多种文字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多种文字体现文化的多样性  



2.文化具有多样性

含义    文化多样性表征文化存在的丰富程度

地位

形成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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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维护多
样性

怎么做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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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不论是中华文化，还是其他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实践创造的成果，都有
   其独特魅力和价值；
③只有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才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生机与活力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①原则:在坚持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尊重差异,理解个性
②正确态度: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鉴,求同存异,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注意】文化多样性≠文化多元化
文化是民族的,各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和特征;(个性)

文化又是世界的,各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中不可缺少的色彩。(共性)





【知识拓展】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项目 民族文化 世界文化

表现
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 不同民族文化存在共性和普遍规律
文化是民族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
个性和特征

文化又是世界的，各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
中不可缺少的色彩

原因 各民族间经济的和政治的、历史的和地
理的等多种因素的不同

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实践有其共性，有普遍的
规律

意义 民族文化是民族身份的独特标识；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结论

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我们必须看到，在世界文化呈现全球化趋势的同时，各民族、国家和地区文化的特
殊性与独立性应得到充分的关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基础上
吸纳外民族的先进文化，才能更具生命力。

错误
倾向

①只看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而看不到共性和普遍规律
②只看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共性，而看不到存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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