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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一历史导学案

第 8 课 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研制人：刘明森 审核人：叶文平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__授课日期：2021.10.13

【课程标准】

通过了解隋唐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繁荣，认识隋唐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成就。

【课前自主学习】

1．梳理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的发展状况。

2．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的反佛运动？有哪些具体表现？唐代中期，面对儒学正统地位受到挑战，韩愈提

出了怎样的主张？

3．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文学、书法、绘画、雕塑、科技等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

4．梳理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状况。

【课中目标预设】

1．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成就。

2．了解三国至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史实，理解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

【重难点化解】

1．材料一 佛教文化是汉唐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主体。……到东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已经成为中

国最有影响的宗教。当然，中国人……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融入佛教，使佛学本土化。

——摘编自张岱年等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

教佛教在中国盛行。隋朝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

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 。

材料三 不返本开新，不接续源头活水，综合创新便会食多不化，推陈出新就会迷失方向；不综合创新，

不引进众家异说和外来文明，返本开新便会泥古不化，推陈出新就会乏力苍白；不推陈出新，不致力内部

创造，返本开新就会徒说空话，综合创新也会主体不明。

——牟钟鉴《儒学继承与创新的三种途径》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佛教在华传播的历程。

（2）据材料二，说明从汉至唐儒学地位的变化。

（3）据材料三，概括儒学传承与创新的途径。

【拓展提升】见教材 P47 探究与拓展

【课后巩固练习】（15 分钟）

1．唐代道宣的《集古今佛道论衡》中载，唐高祖在武德八年(625 年)下诏明确规定：“老教、孔教，

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先老，次孔，末后释宗。”由此可知( )

A．儒学和佛教遭到打压 B．道学成为统治思想

C．此举促使了三教对立 D．此举旨在巩固统治

2．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即文艺作品要与社会现

实相符。下列选项符合这一观点的是( )

A．杜甫的《石壕吏》——战争给人民带来痛苦

B．李清照的《声声慢》——国家统一的和平景象



2

C．关汉卿的《窦娥冤》——传统社会走向衰落

D．曹雪芹的《红楼梦》——中西文化的交融

3．“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的这句诗描述了当时一位书法家的创作情景，这位

书法家是( )

A．王羲之 B．张旭

C．颜真卿 D．柳公权

4．在敦煌艺术中，魏晋壁画大多宣传佛教徒的善行和现实的悲苦无奈；隋唐壁画更多地表现幸福与

祥和；宋朝壁画中，世俗场景大量渗入佛界。这种变化反映了( )

A．佛教文化的中国化 B．艺术内容的时代性

C．中外文化的交融性 D．艺术形式的多样化

5．“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杜甫的上述诗句反映出作者 ( )

A．忧国忧民的情怀

B．远大的政治抱负

C．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

D．生活的颠沛流离

6．山东临沂是历史文化名城，下图是城内的“洗砚池”文化遗址。传说，东晋时期的“书圣”幼年

时刻苦练字后即到池中洗刷砚台，长时间后以至于池水呈墨色，于是人们名其曰“洗砚池”。这位“书圣”

是 ( )

洗砚池文化遗址

A．钟繇 B．顾恺之

C．王羲之 D．柳公权

7．公元 751 年，唐朝军队在中亚败于阿拉伯军队，被俘往阿拉伯的士兵中有不少技术工匠。这次战

役客观上促成了中阿之间的一次技术转移。这时中国传入阿拉伯的技术应该是( )

A．造纸术 B．活字印刷术

C．指南针 D．火药与火器

8.下列四幅图片中所示的文字出现的先后顺序是( )

①怀素大草千字文 ②甲骨文

③秦始皇诏铭 ④王羲之书法

A．①③②④ B．②③④① C．②①③④ D．②③①④

9．在唐诗和唐三彩中，骆驼和胡人逐渐成为流行的文化符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

①民族融合的加强 ②丝绸之路的畅通 ③文化政策的开放 ④古代商帮的推动

A．①②④ B．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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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①②③ D．①③④

10．将“嫦娥一号”成功送入太空用的是“长征火箭”，中国早期的“火箭”与现在的火箭虽然相差

甚远，但都是利用反冲作用的原理。如果你要查找火药武器的最早记录，应该查阅( )

A．《史记》 B．《汉书》 C．《唐书》 D．《清史稿》

【反思感悟】思维导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