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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4/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AF_BC_c34_634051.htm 1、民族（广义）是指处于不同

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民共同体。 （狭义）人们在一定的历

史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具有共同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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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体。 2、民族已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其中人口最多的民

族是汉族，占全国总人口的91.59%，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是

壮族、满族、回族。人口最少的我族是珞巴族。高山族在我

国台湾省。 3、中国人口分布呈东南密、西北疏的格局。呈

现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格局。 4、

我国少数民族中分布最广的是回族；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省

份是云南，在那里居住着25个民族。 5、中国各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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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有10个语族，16个语支，60多种语言。 6、民俗即民间风俗，

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

化。 民俗特征：A集体性 B传承性与扩布性 C稳定性与变异性

D类型性E规范性与服务性。 对待民族的风俗，我们都应该持

尊重期“保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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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分类： A物质民俗：人民

在创造和消费物质财富过程中不断重复的、带有模式性的活

动以及由这种活动所产生的带有类型的产品形式。包括生产

民俗、商贸民俗、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居住民俗、交通民

俗、医药保健民俗。 B社会民俗：亦称社会组织及制度民俗



，指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惯例。包括社会

组织民俗、社会制度民俗、岁时节令民俗以及民间娱乐习俗

。 C精神民俗：指在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有关

意识形态方面的民俗。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巫术、民间哲学

伦理观念以及民间艺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