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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指人们在一事实上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具有共同语

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

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如汉族。b、广义概

念：包括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古代

民族、现代民族，或者用以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各民族

，如中华民族。2、中华民族；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总称。3

、什么是民俗？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是创造于民间又传

承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习的传承性事象（包括思想和行为）

，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传达室承的民间社会生活文

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4、民俗的四大特性

；a、社会性和集体性b、类型性和模式性c、稳定性和变异

性d、传承性和播布性这四者之间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5、民俗的范围；包括：居住、饮食、服饰、生产、交换、

交通、婚姻、家庭、村落、结盟、岁时、节日、丧葬、信仰

、风尚、礼仪、禁忌等方面的民间风俗习惯。6、导游员、旅

游者对目的地的风俗习惯应持的正确态度：应持尊重其“保

护和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的态度，入乡问俗、入乡问

禁、入乡随俗。7、识记中国民族的名称：汉族其他55个民族

：壮族、满族、回族、苗族、维吾尔族、彝族、土家族、蒙

古族、藏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朝鲜族、白族、哈尼族

、哈萨克族、黎族、傣族、畲族、傈族、仡佬族、拉祜族、

东乡族、佤族、水族、纳西族、羌族、土族、锡伯族、仫佬



族、柯尔克孜族、达斡尔族、景颇族、京族、基诺族、德昂

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裕固族、保安族、门巴族、鄂

伦春族、独龙族、塔塔尔族、赫哲族、高山族、珞巴族。8、

中国民族的人口结构及少数民族的含义：根据1990年全国第

四次人口普查的汇总资料，截至1990年7月1日零时，我国大

陆人口为113368万余人，其中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2%，其

他55个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8%。因为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

例小，所以称为少数民族。人数最多，最少的少数民族分别

是壮族、珞巴族。9、中国大陆人口超过千万和不足一万的民

族：人中超过千万的民族：汉族、壮族；人口在一万以下的

有：门巴、鄂伦春、独龙、塔塔尔、赫哲、高山、珞巴等7个

民族。10、中国民族的分布状况特点：中国人口的分布呈现

东南密，西北疏的格局。汉族多聚居在人口稠密的东南部，

少数民族多住在人口稀疏的边疆地区，但两者之间并无明显

界线。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都有一定数量原汉族居民，

从而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格

局。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所占的比例虽小，但分布地区很广，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这种居住格局决定了中国各民

族之间，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相互领带的密切关系。11、中国民族的语言：除汉族

、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余54个民族都有各自的语言，大体上

分属于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和印欧五大语系。12、中

国民族的文字：除了一部分少数民族外，大部分民族都有自

己使用的文字。a、非拼间文字：1、汉字；2、音节文字（彝

文）b、拼音文字：1、印度字母变体体系（如藏文、傣文）2

、阿拉伯字母体系（如老维文、老哈萨克文）3、回鹘字母体



系（蒙古文、满文、锡伯文）4、朝鲜文字字母体系；5、拉

丁文字字母体系；6、斯拉夫字母体系（俄文）13、汉族的族

源：主要源于黄炎、东夷等部落联盟，同是吸收了周围的部

分苗蛮、百越、戎狄等部落联盟的成分而逐渐形成。14、汉

族简史：其先民经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时已形成为

以“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体，以与周边各

族相区别。汉代以后，周边的各族即以“汉人”称呼中原人

。汉族逐渐地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百世不易的族称。汉族是以

先秦华夏为核心，在秦汉时形成的统一的、稳定的民族，又

经秦汉以来2000余年的繁衍生息，并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血

统与文化，发展成为摇篮有灿烂的古代文明、众多人口的民

族。15、汉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语言系属：汉族是中华民

族的主体民族。汉族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汉族语言简称汉族，属汉藏语系。16、汉族的四大传统节

日：a、春节：于阴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开始，经过除夕、春

节，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结束；其主要节日活动有：操办年

货、伏、做新衣、掸尘、祭灶、祭祖、吃团圆饭、守岁、贴

春联、挂年画等；节日期间人们还互相拜年、放爆竹、吃年

糕、吃饺子、吃元宵、舞狮、扭秧歌、玩花灯等；b、清明节

：于阴历三月间，即阳历四月五日前后；主要节日活动有：

主要有扫墓、插柳、踏青、射柳、放风筝、荡秋千等；c、端

午节：于阴历五月初五；主要有赛龙舟、吃粽子、挂钟馗像

、挂香袋、饮雄黄酒、插菖蒲、采药等活动；d、中秋节：于

阴历八月十五；主要有祭月、赏月、吃月饼、吃团圆饭及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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