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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寄语

学习民族知识，

弘扬民族文化，

巩固民族团结，

加速民族进步。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专家寄语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我们可爱的祖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要热爱祖国，热
爱共产党，热爱人民，加强民族团结，坚
持锻炼身体，刻苦学习文化，培养高尚情操，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把祖国
建成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
国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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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 个民族及其先祖血脉相融，共同组成了

勤劳、智慧、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征程中，各族人

民团结奋斗，互相学习，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是一座民族学专业的博物馆，收藏有 56 个民族的

文物，是北京市唯一的一所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也是海淀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校外实践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9 年度教育

部重点课题《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的

子课题《民族文化体验促进中小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利用民族文化的丰

富资源，开展实践活动研究，以促进青少年创新能力的提高。

    目前世界各国有关如何通过民族文化体验，促进青少年创新能力的研究很

少。在我国，这一研究尚处在理论探索和政策号召的起步阶段。如 2009 年 7 月

7日教育部办公厅和国家民委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印发 <全国中小学民族团结

教育工作部署视频会议纪要>的通知》。2009年 8月 20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

国家民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通知》，其中包括

要求各地中小学要按照《指导纲要》的要求，一是在小学三、四年级开设《中

华大家庭》课程，在小学五、六年级开设《民族常识》课程，在初中一、二年

级开设《民族政策常识》课程，在普通高中一、二年级开设《民族理论常识》

课程，在中等职业学校开设《民族理论常识实践教育》课程，按规定的课时安

排教学；二是根据《指导纲要》对教学的基本要求，将各阶段民族团结教育全

国统编教材的教学内容纳入小学阶段考查和中、高考及中职毕业考试范围，试

题分值不低于政治科目分数的 15% 等内容。 

    2005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3 届大会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

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公约》中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采取

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种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创新和创造的源泉”。《公约》

还强调指出：“文化多样性也是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

而且还是个人和群体享有更加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



而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就是文化多样性的具体表现，它是我国中小学生创

新源泉中宝贵的文化资源。这项研究课题具有以下意义：

    具体来说： 

    1. 具有维护国家团结稳定、领土完整、边防巩固、社会和谐和培养跨世纪

创新人才的战略意义。

   国家层面：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问题始

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不断增强各

民族的团结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

领土完整、边防巩固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各民族之间的团必须建立在相互平等、

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相互学习的基础之上。在中小学全面深入持

续地开展民族文化体验活动，是增强民族团结的思想保证。

    社会层面：我国各民族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各民族人民尊重、欣

赏和赞美不同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文化繁荣进步的可靠保证。文化上的唯我独尊、

固步自封，不仅有碍于民族团结，而且有碍于社会进步。

    个人层面：学会尊重、欣赏和赞美不同的优秀文化，有利于帮助中小学生

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和人生观。在民族文化体验的过程中，丰

富的民族文化将大大拓展中小学生的认知视野，有利于他们创新思维的养成。

各民族的礼仪规范、伦理道德能够培养中小学生良好的精神品质和健全创新的

人格，并能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和民族团结意识，从而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

    2．具有是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

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证。全球化

条件下，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面临多方面的冲击与挑战。文化是人创造的，也

要靠人来传承和发展。少年儿童是人类和祖国的未来，全面深入地在中小学开

展民族文化体验活动能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向多元和谐

的方向健康发展。

    本课题有学术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1. 学术价值：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主要集中在相对初级

的知识记忆阶段，过分注重智力因素，缺乏对创新精神、独立人格等非智力因

素方面的关注。本课题提出通过民族文化体验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在探索中

总结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它的学术意义之所在。

    2. 实践价值：摸索、创造出一种民族文化宣传教育的新形式，使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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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成为可行的日常实践活动。让中小学生体验、汲取优秀民族文化，并

有机会和各民族优秀大学生一起组织参加民族文化活动；使民族团结教育基地

和中小学民族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弘扬民族文化一直是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志愿者中心全体师生的心愿。

为了实现这一心愿，我们创造各种机会走进社区、校园和课堂，举办民族文化

展览，宣传民族文化，进行民族团结教育。鉴于我馆是高校博物馆，在开馆时

间和软硬件设施上不能完全适应青少年的需求，我们针对中小学生的身心特点

制作了这套《中华民族全家福》电子课件和讲义。

    本研究项目自 2009 年 12 月开始前期准备，课题组成员广泛搜集党和国家

有关会议的文件和数据库资料，了解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动态，对课题进行

可行性分析。到 2010 年 1 月，先后完成了课题的开题论证，制定了子课题研究

计划和人员分工等工作。

    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课题组克服了经费不足、成员变动等困难，于 2010

年 3 月进入实施阶段，分批次先后完成了 56 个民族的讲义和配套课件。讲义、

课件分别从民族概况、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科技、民族名人四个板块，介绍每

一个民族的基本情况及其特色文化。

    这套《中华民族全家福》讲义、课件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徐万

邦教授、胡振华教授、刘军教授等民族学、民族语言学和民族博物馆学专家的

指导。徐万邦教授作为统稿人审定了 56 个民族的讲义、课件。

   《中华民族全家福》讲义图文并茂、课件内容丰富多彩，寓知识性和科学性

于一体，充分照顾到中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理解能力，为他们贡献出一席民族

文化的形象盛宴。 

    这套课程从策划到制作完成用了三年时间。第一期完成了10个民族的课件，

我们带着它到海淀区民族小学试讲，得到师生好评更加鼓舞了我们。随后我们

又携带它走进了三十九中，我们还参加了在清华附中举行的社会大课堂牵手行

动资源联盟成果展示博览会，并作为海淀区选出的代表向北京市社会大课堂专

家汇报了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广泛的肯定。

    在这三年课程开发当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人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海淀区

教委社会大课堂的吕文清主任一直重点指导和扶持我们，并帮助我们成功申报

了全国教育部重点课题的子课题。有了经费的保障，我们这套课程才得以成套

面世。这里我们还要感谢的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陈海汶先生。

我们在网上看到他走遍中国拍摄的一套“中华56个民族全家福”照片，非常欣赏，

希望能在这套课程中使用这套照片。陈先生慷慨地同意我们免费使用这套他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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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辛苦的力作，令我们非常感动。

    钟进文教授、吴亚芝和卡丽娜副教授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讲义和课件的修

改和校正。我博物馆副馆长刘军教授更是把他拍摄的一些照片无偿地提供给我

们用于这套课程。在课件制作的后期我们还得到了我校计算机专业教师赵洪帅

和美术学院设计专业硕士汤建军的鼎力相助。我博物馆志愿者中心的师生更是

尽心尽责，全力以赴，把这项工作视为弘扬民族文化的事业来完成。我们真诚

地希望这套课程将来能在海淀区、北京市乃至全国的中小学推广，让更多的孩

子汲取到民族优秀文化的养分，成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维护者。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成果中难免出现缺憾之处，若有谬

误之处，诚望读者不吝指正，我们不但要衷心感激，而且会努力改正。

中华民族全家福编辑委员会

2010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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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人口最多的汉族

一、民族概况（人口分布、语言文字）

二、民俗文化（服饰、饮食、民居、节日）

三、科技文化（四大发明）

四、名人堂（孔子、孙中山、毛泽东）



 2

       有这样一个民族，在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深厚而多彩的民族文化；有这样一
个民族，其足迹遍及全球，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有这样一个民族，作为我国的主体民族，
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的 91.6%——这就是汉族。

        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汉族。

【 民族概况 】

人口分布：汉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汉族人口约
为 12 亿多，占全国总人口的 91.6%。在我国的各个省区都有汉族同胞的分布 , 全国分布特点是东
密西疏。

 

语言文字：汉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已有五千年左右的历史，为上古
时代的华夏族人发明创制并不断改进。目前，其确切历史可追溯至约公元前 1300 年商朝的甲骨文，
发展至汉朝被取名为 “汉字”。作为世界上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主要文字，记录了大
量的历史文献。现代汉语方言众多，某些方言的口语之间差异较大，而书面语全国统一。

   

【 民俗文化 】

服饰：汉服是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民族服饰之一，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直延续到明亡（1644 年），
后因历史原因不再延续穿用。目前，一般以中山装男服和旗袍女服为中华民族有典型性的服饰。

                                    男式中山装                                                                         女式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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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式各样的饺子

  右图为茶文化的重要组成——紫砂茶具

          3. 汉族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茶文化起源于中国。汉族饮
茶始于神农时代，已有 4700 多年历史。直到现在，中
国汉族同胞还有以茶代礼的风俗。凡来了客人，沏茶、
敬茶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汉族人饮茶，注重一个“品”
字。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零食、糖果、菜肴等。

饮食：汉族的传统菜肴体系主要分为八大菜系。

        1. 汉族八大菜系：汉族自古讲究并善于烹任，由于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农业文明发达，演
绎出地方菜系各自的特色。今天不同地区的汉族以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烹饪方式，
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一般被分为川、粤、闽、徽、鲁、湘、浙、苏等八大菜系，川菜的食
客最多。

    

        2. 汉族代表食品—饺子

        饺子作为一种传统食品， 在中国各地都为人喜爱，而且根据地方特产不同，加入不同馅料
的饺子也成了一大特色。随着中餐的流行，有很多国际友人也感受到了饺子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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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汉族酒文化 

       中国的酿酒历史，至少有五千年之久，有史可考的记载，始于大禹时代。

       酒是汉族在日常生活、人生礼仪、节日庆典和各种社交活动中传达感情，增强联系的一种媒介。

民居：由于汉族分布地区广大，其传统住房根据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样式。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
汉族，其传统民居的共同特点都是坐北朝南，注重室内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土砌护墙；
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长。

      华北平原的汉族传统民居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多为四合院式，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
而居住在东北的汉族同胞则把保暖功能作为房屋建造中最重要的目的；陕北的汉族民居为利用黄
土高原土层厚实、地下水位低的特点建造的、冬暖夏凉且不占耕地面积的窑洞；南方的汉族传统
住房为讲究飞檐重阁和榫卯结构的木建房。由于南方各地习俗和自然条件不同，在住房建筑布
局上也有差异。如丘陵山地的楼房依山而建，江浙水乡则注重前街后河，福建的圆楼坚固而宏伟，
苏州的楼阁小巧而秀丽。

节日：汉族的传统节日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其中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
重的传统节日。春节从农历除夕这一天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为止。主要活动有挂灯笼、贴春联、
放鞭炮、玩社火、逛庙会、吃年夜饭、亲友互访拜年等。春节体现的是各族同胞祝福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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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幸福的共同情怀。

       

【 科技文化 】

中国四大发明：在中国古代辉煌的技术成就中，对世界科技发展和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
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这四大发明不仅对我国经济、军事、文化等方
面起过重大的作用，而且对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
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对推动世界历史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 名人堂 】

                         清明节                                       中秋节                                         端午节

                                                                  欢度最隆重节日——春节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

孔子（前 551 年—前 479 年）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今山东省曲阜市
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
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自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始，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
社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时，儒家思想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其他兄弟
民族，甚至影响到与中国相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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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考你 】

 问题一：汉族的传统菜肴体系主要分为几大菜系？ 

 问题二：汉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是？它的节期是？

右图：传统剪纸艺术作品

孙中山（1866-1925）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
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 年成立中
国同盟会。1911 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毛泽东(1893-1976) 字润之，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中国革命家、
政治家、战略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毛泽东
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世界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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