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对2020、2021和2022年周年大事的梳理分析，结合浙江选考卷特
点，笔者选取了十二个热点专题，如下所示：
1、关注民生
2、两极格局下的中国与世界
3、改革开放
4、民族工业的发展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努力
5、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
6、1915新文化运动、1919五四运动与中国思想活跃局面
7、边疆治理与民族政策
8、勿忘国耻与民族复兴
9、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
10、文化自信与中国传统文化
11、从上海变迁看中国近现代史
12、中共建党一百周年

每个专题复习，按照热点由来（时政新闻和选考特点）、关联考点
（每个考点，进行了2015年10月浙江选考以来的统计）、知识梳理

（对重难点、未考点进行了特别阐述）、真题（模拟题）训练（对部
分题目进行方法指导等）。仅供考前参考，不作考前押题。



2021年选考热点复习之十：
文化自信与中国传统文化



热点由来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
民族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
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
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选自中共十九大报告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
泛、更深厚的自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

2021年3月，
四川三星堆出土文物。
图为金面具。



关联考点
必修
3

儒家（2020.07.28；2020.01.28;）、道家（2016.04.2）、墨家（2020.07.28；2018.04.2）、法家
（2018.11.1）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
（2018.11.6；2018.04.07；2016.10.6；2015.10.5）；黄宗羲的思想主张及其影响（2017.04.6）；顾炎
武的主要思想主张及其代表作（2019.04，6；2017.04.6）；王夫之的主要思想主张（2017.04.6）；
造纸术的发明、改进及其影响；指南针的发明与应用（2020.07.5）；火药的发明和使用
（2017.04.3）；印刷术的发明、进步及其影响；《诗经》、《离骚》对后世的影响（2020.07.1；
2020.01.1；2019.04.2；2017.04.31）；“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2018.11.3）；汉字的起源与书
法的发展（2020.01.2；2019.04.5；2017.11.6；2016.10.7）；东晋、唐、宋时期的书法名家；中国传
统书画的基本特征（2017.04.4）；京剧的产生和发展（2018.11.27）；著名词人苏轼、柳永
（2016.04.5）、李清照、辛弃疾；元杂剧著名作家关汉卿；明清四大长篇小说（2018.11.8）

人物评
说

孔子（2020.07.28;2020.01.28;2016.04.1；2015.10.33）

文化遗
产

北京明清故宫的布局结构、主要特点和文化内涵（2017.11.33）；颐和园的修建历史、布局结构和主
要特点（2017.11.33）；平遥古城的历史、建筑及文化内涵（2019.04.33；2018.11.33）；“日升昌”
票号创立的背景及其文化内涵（2019.04.33）；西递、宏村古村落体现的文化内涵（2020.01.28；
2018.11.33）；昆曲诞生、兴衰的过程；“近代百戏之祖”；昆曲独特的文化价值；昆曲的拯救与保
护

备注：
2020.07.28,是指2020年7月浙江选考第28题，以下类同；
红色为未考考点。



知识梳理
（一）儒家文化与中国文化遗产
1、儒家文化
①主要思想：仁、礼和中庸（仁是核心）
②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
2、遗产体现
①故宫：

遵循传统礼制而建。主要建筑集中在中轴线上，突出等级秩序；所有建筑面向正南方，体
现“南面而王”的正统观念。
②平遥古城：

以贯通南北的大街为中轴线；按照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礼制布局，中轴对称，反映了
“神人共治”、儒道佛“三教合一”、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
（古民居：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中国传统礼制观念；
日升昌票号：诚信不欺）
③皖南古村落：
聚族而居、宗祠、贾而好儒



知识梳理
（二）昆曲：“近代百戏之祖”
1、发展历程
时间 代表人物 主要贡献

元末明初 顾坚 改革南曲，形成“昆山腔”（简称“昆腔”，腔调悠扬流畅，是昆曲的
灵魂和标志）

明朝嘉靖、隆
庆年间

魏良辅 改革昆腔，使昆腔具备了登上舞台成为戏曲声腔的条件。在曲调演唱上，
注重“布调收音”，旋律达到“音转若丝”的地步，时称“水磨腔”。
在曲调运用上，强调宫调、板眼和平仄等，使昆腔具备“闲雅整肃、清
俊温润”的新特点。在乐器伴奏上，增添了琵琶、三弦、筝等弦乐伴奏。

明朝隆庆末年 梁辰鱼 首次运用革新的昆腔创作了传奇《浣纱记》，将昆腔推上戏曲舞台。

明朝万历末年 文人学士争相用新昆腔编写传奇，达到“四方歌曲必宗吴门”的地步，
昆腔传入北京，取代弋阳腔，赢得“官腔”的称号

明末 昆腔成为第一大声腔和全国性的大剧种。

清初 昆曲的名称产生了



2、文化价值

①历史角度：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具有完整表演系统的戏剧形态，是“国
宝”级的“活化石”。

②现实角度：昆曲对后世中国戏曲众多剧种都有深远影响，被誉为中国“近代百
戏之祖”。
3、拯救和保护
①面临问题：人才匮乏、资金短缺、剧场不足和昆曲改革的问题。

②解决之道：各方共同努力对昆曲进行拯救和保护；昆曲在继承的基础上要有新
的发展。
4、代表作

《浣纱记》（《李慧娘》）：首次运用革新昆腔创作而成（女主角：李慧娘；风
格：浪漫主义）

明末的《玉簪记》、《红梅记》、清初的《十五贯》：明朝万历年间至清朝乾隆
末年，昆曲兴盛时期

《牡丹亭》：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杰作（女主角：杜丽娘；唱段：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



温馨提示：对两
部代表作的介绍，
应引起重视哦！



（2020年7月浙江选考）5.有文献记载：“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

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鱼首出火，以尾正
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椀（碗）于
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这种人工磁化方法见
载于（ ）。

A. 《武经总要》 B. 《梦溪笔谈》 C. 《萍洲可谈》 D. 

《梦粱录》
答案：A

真题（模拟题）训练

温馨提示：把握文献记载关键词：鱼，结合所学，选A！
对教科书的熟悉，不能仅仅背书名，也应深化理解！



（2020年1月浙江选考）27.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二 倘祥在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宛若置身于一幅大写意的清明上河图，

让人体味一个商帮曾经的芳华。高耸的市楼，居于城的中央，一城风光尽收眼底。吟
咏着梁思成先生的文字：街市、民居、市楼、桥梁、寺塔、城垣等等，“它们的壮丽
或它们的朴实，它们的工艺与大胆的结构，或它们的亲切部署与简单的秩序”，对于
我们都是那么可爱，那么有意义。

有感于山西商人的创造力，梁启超任公先生曾在某一场合发言：“鄙人在海外十余年，
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
山西商业……有改良中国金融业之资格者……。诸君一举手，一投足，非徒诸君自身
利害之所系，于国民经济、国家财政且有莫大影响焉”。

——选编自梁思成《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①由平遥古城的市楼，分析说明中国古

代市楼角色的演变，并指出古代城中特定商业区的名称。②梁启超认为晋商具备了
“改良中国金融业之资格”的依据是什么?请用一段话简要评价晋商活动的作用。（5

分）



答案（2）选择阐述①，演变：起源

于西汉长安，最初是管理市场的官署，
后有的演变为聚民交易的场所。名称：
市。

选择阐述②，依据：晋商创办了中国
最早的私人金融机构——票号。

评价：造就许多富商巨贾和商界精英；
推动山西经济进步；促进中国商品经
济和对外贸易发展。

温馨提示：对教科
书不仅要熟悉，也
要学会教科书之间
的知识整合，最好
形成体系！



（2020年11月浙江金华十校联考）5.有文献记载：“其法用胶泥刻字，

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火炀之，
药醋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
为板持就火稍铭，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
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这种印刷方法最有可能见载于

A. 《吕氏春秋》

B. 《金刚经》

C. 《武经总要》

D. 《梦溪笔谈》

答案：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