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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97_E7_9C_810_c67_242834.htm 一、课程性质与学习目

的 《中国历史文化基础教程》是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电

大方向中文本科教育的一门必修课，课程系统、全面介绍了

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 本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使考生通过学习

，对中国文化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有较系统的了解，掌握

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从而全面提高考生的综合

文化素质，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需求的高标准要求。本门

课程在电大方向中文本科教育所设考专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它为考生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史知识，从而对其他相关课程

的学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课程内容与考试目标 第一

章 中国历史文化绪论 本章目标： 理解“文化”的基本内涵以

及相关概念。梳理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建立对传统文化发

展的整体认识。 第一节 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概念 识记： 1、

狭义文化和广义文化。 2、文化要素。 3、物质文化和精神文

化。 4、中国文化。 5、狭义和广义的历史概念。 理解： 1、

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文化”的论述。 2、文明和文化的区

别联系。 3、文化的一般特征。 4、民族的含义。 综合应用：

1、“中国”一词的含义在历代的演变。 2、中华民族的形成

过程。 第二节 中国历史文化的生态环境 识记： 1、地理环境

。 2、君主制。 3、宗法。 理解： 1、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

影响。 2、以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环境对中

国历史文化的消极影响。 综合应用： 1、古代“重民”的政

治思想。 2、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度。 第三节 中国历史文化



的发展轨迹 识记： 1、新石器时代的三大项发明。 2、人类文

明的三大要素。 3、五经。 理解： 1、先秦儒、道、墨、法四

家。 2、中国历史文化的转型。 综合应用： 1、秦汉的文化发

展。 2、隋唐的文化发展。 第二章 中国历史文传媒 本章目标

： 掌握历史文化传媒的发展阶段，中国语言文字发展和书籍

装订版本，传统史学的发展。熟记重要概念。 第一节 中国历

史文化传媒概述 识记： 1、传媒的发展阶段。 2、《熹平石经

》。 3、监本。 理解： 1、唐代文字印刷品的兴盛。 2、五代

时期对书籍的刻印。 3、宋代书籍印刷的发展。 第二节 中国

的语言文字 识记： 1、语言的两大系统。 2、甲骨文。 3、古

代书面语言的两大系统。 理解： 隶书的形成及特点。 综合应

用： 汉字形体的演变。 第三节 中国文房四宝 识记： 1、文房

四宝。 2、毛笔“四德”。 理解： 1、中国古代著名的笔派。

2、古代制墨业的重要派别。 3、古代名砚。 综合应用： 古代

书写材料的变迁。 第四节 中国古代书籍 识记： 1、简策。 2

、帛书。 3、宋代著名的书院。 4、版本。 5、目录学。 6、

类书。 7、丛书。 理解： 1、抄写书籍的装订形式。 2、印刷

书籍的装订形式。 3、古籍版本的类型。 4、古代目录学的分

类法。 综合应用： 古代重要的类书和丛书。 第五节 中国传

统史学 识记： 1、史学。 2、中国历代重要史学著作。 3、中

国传统史学的主要体例。 理解： 1、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

统和特点。 2、《史记》的基本情况。 综合应用： 结合具体

史书说明各种史书体例的特点。 第三章 中国历史文化精神遗

产 本章目标： 理解历史上重要学派的思想观念，把握传统文

化精神的现代意义。把握中西历史文化精神的差异。 第一节 

中国历史文化精神遗产概述 识记： 1、文化心理。 2、社会意



识形态。 理解： 中国历史文化精神遗产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中国传统哲学学说 识记： 1、道家。 2、三表法。 理解： 1、

庄子的思想特征。 2、佛教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综合应用

： 1、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阶段及各阶段的特点。 2、孔孟思

想。 3、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的自身缺陷。 第三节 中国传

统人文精神 识记： 人文。 理解： 1、人文精神的主要特点。

2、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具体内容。 综合应用： 1、中国传统

人文概念和西方人文概念的差异。 2、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

现实价值。 第四节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识记： 传统思维方式

。 理解：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因素。 综合应用： 中国

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第五节 中国

传统价值观 识记： 价值观和价值观念。 综合应用： 中国传

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 第六节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理解： 1、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人性问题的认识。 2、儒家的理想人格

。 3、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人生问题的认识。 综合应用： 中

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实价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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