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案 1-《中华传统文化概述》 
一:教学目标： 

1.了解文化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概念 

2.了解文化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3.了解文化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的因素 

4.了解文化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国内外的影响掌握影经典影片的分类、题

材、手法、导演、演员等基本知识；  

二： 教学重点 

   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自然、经济与政治环境 

   中华传统文化对国人、世界的影响   

三：教学难点 

  分析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自然、经济与政治环境 

  了解自然、经济与政治环境对的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表现 

四：教学时数：90 分钟 

五：教学用具：多媒体播放器，课件、相关辅助教学材料  

六：教学过程及内容教学过程及内容 

1.教学思路： 

（1）讲解文化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概念，帮助读者理解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

文化，其产生的背景、所具有的基本精神； 

（2）讲解中华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自然、经济和政治等方面

的因素，帮助读者追根溯源的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3）讲解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以及世界产生的深刻的影响，了解中华民族

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重要的地位； 

（4）从爱国、素质的提高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的角度讲解学习中华传统文

化的意义。 

2.教学手段： 

（1）通过经典的情景引入本章相关的知识，再分小节对本章内容进行详细

介绍； 

（2）对于正文涉及的相关名词、书籍、风俗等，采用“相关链接”板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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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补充； 

（3）安排课后思考，对本章所读知识进行温习。 

3.教学资料及要求：  

除教材中的案例之外，可以补充讲解一些疆域、民族、地理，以及重农抑商

等关于中华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人物、典籍，促使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更全面

的了解。 

4.主要内容 

第一节    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  

一、文化的概念  

二、中国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 

三、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二节    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  

一、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  

二、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经济环境  

三、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政治环境 

第三节    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中华传统文化对国人的影响 

二、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第四节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 

一、有助于把握中华民族精神，增强爱国情怀  

二、有助于提高人文素养 

三、有助于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第一章 概   述 
  

一、         文化的涵义： 
（一）“文化”界说 

 1．“文化”的字源学考察 
人类从野蛮到文明，靠文化进步，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靠文化教化。人

们的个性、气质、情操，靠文化培养；人们的崇高与渺小，靠文化赋予；人们各
种各样的人生观、价值观，靠文化确立。那么，文化究竟是什么？ 

首先，让我们看看 “文化”这个概念是怎样形成的。 
2．文化的定义。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一词经历了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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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众多学科探究的对象，实际上发源于

近代欧洲。西方语言的文化一词与汉语的文化有相近的一面，又有相异之处。《牛

津词典》把 1510 年作为文化的精神、人文用法在英语首次出现的日期。但此时

的文化主要指栽培、种植的意义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性情陶冶、品德教化等涵义。 
（2）自中世纪起，文化与今日的文化概念相当，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

的本义指精神文化，即人文——宗教文化，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有精神和人文的指

向，因此，各国对文化的理解稍有差异，但也有共同之处。 
（3）1871 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作了系

统阐释，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

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

复杂整体。”泰勒强调了文化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的综合整体的基本含义，对后世

产生了重要影响。 
（4）对文化概念进行了详细考察和整理的是美国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

洪，他们于 1952 年发表了《文化的概念》，对西方当时搜集到的 160 多个关于

文化的定义做了梳理与分析，指出：文化既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又是决定人类行

为的某种要素。 
关于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的含义： 
据当今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中国自“五四”前后至今，关于文化的定义，

几乎有 260 多条，教材上基本采用了冯天瑜先生的说法（教材 3 页）“文化便是

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中国文化史断想》第 17 页）”。 
 文化的定义： 
由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的作用于自然界

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其结果，都属于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文化的本质就

是“自然的人化”。” “自然人化”是文化的哲学概括，是人类改造自然界而

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 
“自然的人化”包括两方面。 
其一是人对自然的改造。其二是人类自身的进步。体质的发展，精神领域的

丰富，文化逐步积累导致人类不断进步，文化的积累在某些方面是不可逆的。 
 二、文化的分类与基本结构 
（一）广义文化 
广义的文化与自然相对，指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也称“大文化”。

这一文化领域最简单的分法为二层，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 
物质文化就是实体文化，是指人类用各种材料对自然加工造成的器物的、技

术的、非人格化的、客观的东西，如城池、宫殿、祠庙、长城、桥梁、器皿、工

具、服饰、饮食等等。 
精神文化又称虚体文化，是指人类对自然进行加工或塑造自我过程中形成的

用语言或符号表现出来的，精神的、人格的、主观的东西。如文字、语言、宗教、

哲学、音乐、绘画、书法、风俗、制度等等。实体文化与虚体文化组成文化统一
体。比如，建造宫殿，是先设计后建造的。设计建筑物时，表现为精神文化；当

建成这一建筑时，表现为物质文化，同时这个建筑物体现了这个设计师的建筑思

想。建筑是工程，又是艺术。所以说，建筑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体。影

视先是实体，后是虚体，最终成为欺骗眼睛的艺术。 
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我们把广义的文化它们分为四个层次。 
1．物态文化层、2．制度文化层、3．行为文化层、（4）心态文化层： 



 

4 

 （二）狭义文化 
狭义文化是指“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

结果的部分，它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成果，也称“小文化”。这是本课的重

点，观念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有时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具有强大的惯

性力量。 
我们正在学习的，是以小文化为主要论述范畴，也就是说主要讨论涉及精

神领域的文化现象，主要论述文化结构四层次中的心态文化层，包括历史，文学，

哲学，教育，戏剧，音乐，美术，书法，考古，科技，宗教。 
需要强调的是，狭义文化与广义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是对立统

一的。我们在研究精神文化现象时，不能忽略物质文化的基础和决定作用。在研

究有关心态文化的问题时，不能忽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对于心态文

化的影响、制约。不能把小文化与大文化割裂开来，不能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割裂开来。 
三、文化的功能 
文化的功能是指文化系统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能适应和满足个人和社

会多种需要的重要作用。文化功能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记录功能 
（二）认知功能 
（三）传播功能 
（四）教化功能 
（五） 凝聚功能 
（六）调控功能 

   四、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唯一存在的实体，是中华民族

智慧的结晶和精神风貌的体现，是世界上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文化。 
(一)    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根据自己的美学或哲学观点与思维模式，在认识与改造

自然、社会与民族自身过程中所创造与积累的全部文明成果，具有自身的民族与

国度特色。是由中华民族在东亚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的文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果从彩陶文化算起到现在，至少已有

6000 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化积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传

统文化，就是指 6千年前的文化至鸦片战争（1840 年）时期的中国文化。 
1．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 
（1）中国传统文化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对立统一。 
（2）中国传统文化是连续性与变革性的对立统一。 
（3）中国传统文化又是独立性与通融性的统一。 
2．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开掘所应遵循的原则 

 （1）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应持彻底批判与摒弃的态度。 
   （2）对传统文化中那些糟粕与精华并存的成分，则要善于辩证的扬弃，

要以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内在依据，批判的予以继承。 
    （3）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我们必须着意继承并大力弘扬。 

 

5. 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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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得以传承而不中断的原因是什

么？ 

2、谈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6.小结 

1．了解文化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概念、基本精神、形成的因素和对国内外的

影响。 

2．通过了解、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能够尊重多样文化，并且汲取人

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激发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情。 

 

7:思考及作业 

1．结合生活实际，谈谈你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看法，并对如何学习中华传统

文化提出自己的建议。 

2．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一直都是主流思想，那么

孔子为什么会总结出那么多让人终生受益的道理，他的人生何以如此辉煌？ 

3．2014 年 6月 22 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

古丝绸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为世界文

化遗产。这也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谈一谈你认为古代丝绸之路

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