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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科知识竞赛试题
1.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下列属于文化现象的

有

①2017 年 9 月 3-5 日，在厦门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议

②2017 年 8 月 20 日，李先生在某地花 50 万首付按揭买了一套商品房

③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文艺晚会 2017 年 7 月 28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④2017 年 7 月 18 日，“和美大研·花语东林纳西火把节”系列文化活动在丽江古城正

式启幕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2、书信是有情物，每一封书信都在打开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场景，在手写书信传统逐渐

逝去的今天，《见字如面》电视栏目，用书信打开历史，带领观众重温书信里的记忆，咀

嚼书信中的故事，汲取精神养料。从这一文化现象中可以体味到，手写书信

①可以传递感情，滋养人们的心灵 ②作为交流方式，已经失去存在的价值

③作为文化符号，可以展现人们的精神情怀

④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可以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3． 2017 年 4 月 20 日，中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发射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迈向科

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又一重大航天科技成果。这主要说明

A．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决定 B．文化是与生俱来的

C．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D．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

家风是家族子孙代代恪守家训、家规而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庭文化，

是一个家族最宝贵的财产，是每个家族成员自豪感的源泉，是每个家庭成员“三观”的

基石。根据材料回答 4-5 题。

4. 家风可以是祖上传下来的一本书，一幅字，也可以是长辈们的一句话。它是一种无

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材料体现了家风

①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 ②作为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和个人发展

③对个人的影响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 ④能促进个人发展进而推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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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5.有什么样的家风，往往就有什么样的做人做事态度和为人处世伦理，甚至影响人的一

生。中央电视台推出《新春走基层·家风是什么》系列报道，引发公众对传统家庭教育

的关注与热议。这表明

①文化对人的影响来自于特定的文化环境 ②文化对人的影响是强制的、被动的

③要全面继承传统道德准则和处世伦理

④家庭教育是传达社会规范、培养良好风尚的重要途径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6. 当前的许多流行语都产生于中国语言创新最活跃的地方——互联网。“喜大普奔”是

极受青睐的一个流行词语，表达极度激动和热情。它把“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

同庆”“奔走相告”四个词语糅合在一起，这个词语也逐渐在我们生活中被广泛使用。这

体现了

A. 人们在生活中创造和享用文化 B.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

C. 人们接受文化的影响往往是被动的 D. 网络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7. 2016 年青岛书城全新亮相，如是书店鸣锣开张，良友书坊、有度空间喜迎书客……书

店不仅只是图书的售卖城，更成为了广大市民精神的慰藉所、诗意的栖息地。这是因为

①文化能增强广大市民的精神力量

②书香满城的文化决定了青岛的发展

③优秀的书籍能陶冶情操，提升广大市民的文化素养

④优秀的书籍为市民的健康成长提供精神食粮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8. 《诗经·小雅》有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

之地，裁衣之褐，载弄之瓦。“重男轻女”本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但直至今日，

这种思想依然残留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这说明

①文化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②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

③文化可以脱离经济而存在 ④文化有其自身的传承性和相对独立性

A. ①② B. ③④ C. ①③ D.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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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圈子是中国社会结构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同学圈、

老乡圈、影视圈……每个圈子都有特定的文化环境，并形成了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圈

子文化”

①既有独特性，又有局限性 ②源于实践，又促进实践

③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 ④由人创造，又影响着人

A. ②③ B. ②④ C. ①③ D. ①④

10. 由著名作家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乐视视频 APP 播出后，引起

了广大网友的热烈反响。《平凡的世界》为读者打开一扇精神世界的大门，是激励千万青

年的不朽经典小说。由此可见

①文化作品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②优秀文化能够增强人的精神力量

③大众传媒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 ④优秀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有形的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11. M 中学 T班同学小薇关心集体、乐于助人，多次荣获“道德之星”光荣称号，老师和

同学都对她交口称赞。她因此慢慢摆脱了因学习成绩不理想而产生的自卑心理，自信心越

来越强。小薇的成长经历进一步印证

①文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②文化对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着决定性作用

③优秀文化有利于培育和塑造人的健全人格 ④优秀文化是解决人的心理问题的主导力量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12. G20 杭州峰会纪念礼丝巾，融合龙风、蝴蝶、青花瓷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元素，并采

用国际视野的表达方式，成为传递中国文化的最佳载体。由此可见

①文化创新应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 ②丝绸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

③文化创新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 ④文化交流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A. ①③ B. ①④ C. ②③ D. ②④

13. 甲乙两人约在地铁见面，出发前甲致电乙：“如果你到了我还没到，你就等着吧。如

果我到了你还没到，你就等着吧！”同样的“你就等着吧”让我们会心一笑，而在初学中

文的外国友人眼里则是莫明其妙，最后只能去翻字典查找句号与感叹句的含义和区别。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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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①知识素养影响人们认识的深度 ②文化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

③思维方式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 ④文化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④ D. ③④

14. 受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启示，某县政府和企业把“文化车间”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并积

极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政府和企业这样做的理由有

①“文化车间”建设能够丰富职工的精神世界

②“文化车间”建设会直接影响企业经济效益

③人们的精神产品源自物质载体 ④文化对人的影响离不开特定的文化环境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15．山东籍作家莫言获得 2012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扎根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农村

是他写作的主战场。其“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用狂欢式的

语言诠释着时代的变迁和人类心灵的嬗变。这启示我们

A．文化是人创造的，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B．丰富的情感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动力

C．民间文化元素是文学创作的源泉 D．文化是一定时代经济政治的派生物和附属品

16. 撰写《大众传媒与现代公民素养》的论文，在图书馆查到了下面四篇文章。从篇名判

断，最符合论文主题的是

A.现代社会互联网传播特点探究 B.网络时代文化传播手段的研究

C.网络背景下高中生形象的塑造 D.2014 年央视收视率的调查分析

17. 某地利用当地特色民族文化资源打造旅游业：以民族文化为内容，以民族村寨为载体，

以原汁原味为亮点，建立原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圈，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这一成功的经

验表明

①原生态文化具有普遍的积极价值 ②原生态文化具有传播和发展的价值

③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④文化的价值在于能否创造经济价值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③ D. ②④

18.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起来，文化与艺术经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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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成为全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文化的力量也无声地融入经济、政治、社会之中，孕育出无

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说明

①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

②文化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③一定的文化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

④文化与经济、政治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A. ①② B. ①③ C. ①④ D. ②③

19. 创意点亮生活,文化成就时尚。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原因有

①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能给予经济发展以巨大的动力

②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对经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③文化创意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和谐

④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总体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A. ①② B. ①③ C. ③④ D. ②④

20．由韩国某电视台拍摄、韩国导演执导的全景式反映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纪录片《超越

中国》在韩国热播，引起热烈反响。创韩国同类电视纪录片收视率的新高。《超越中国》

在韩国热播

①推动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上了一个新台阶 ②显示当代中国文化得到韩国民众的广泛认

同

③反映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

④表明当代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引起韩国民众的关注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21. 在交通阻塞情况下，有些司机因开车压力与挫折而情绪愤怒、暴躁，会不耐烦地鸣喇

叭、闪灯、骂粗口，甚至会发生攻击性行为，这被称为“路怒症”。消除“路怒”现象，

需要广大司机懂得管理情绪，也需要在全社会培育健康的汽车文化。这是因为

①驾驶员的文明素养需要后天自觉培养 ②汽车文化决定驾驶员的驾驶行为

③汽车文化是广大驾驶员文化素养的核心和标志

④健康的汽车文化能丰富驾驶员精神世界、提升文明行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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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①③ B. ①④ C. ②④ D. ③④

2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于中国人内

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下列能体现“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

潜移默化的特点”的有

①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③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④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A. ①② B. ②④ C. ①④ D. ③④

23．为迎接十九大，文化部主办了“文脉颂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活动，通过记者亲

身体验、 实地采访，将非遗之美，传承之事，精彩生动地展现，深受民众好评。这启示

我们要创作精品力作， 就要

A. 创新内容，改变方式 B. 继承传统，满足大众

C. 立足实践，扎根生活 D. 博采众长，海纳百川

24.“京剧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经历数代艺术家千锤百炼，虽然当今舞台上可运用的

高科技手段层出不穷，但京剧还得从传统的韵味上下工夫。”二度梅花奖获得者、天津京

剧院院长王平说。王平院长的话主要强调了

A．继承﹣﹣文化创新的根基 B．科技﹣﹣文化发展的动力

C．创新﹣﹣文化发展的实质 D．交流﹣﹣文化创新的途径

25．“微电影”凭借其短小精悍的故事情节，依靠微博、视频网站和手机等新媒体，可以

在短时间内吸引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观众。这意味着

①新兴媒体已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 ②科技进步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③文化创新能够促进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④网络文化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A、①④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26． “卷珠帘，倚高阁，觥筹交错，浮生若梦……”歌曲《卷珠帘》旋律婉转悠扬，歌

词诗意缠绵，有着浓浓的中国古风，在央视《中国好歌曲》一炮走红，并成功登上央视春

晚。该歌曲的成功缘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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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族特色鲜明，能够激发观众对中华文化认同感

②创新艺术形式，保障了人们的基本文化权益

③巧借大众传媒，成功实现了自身的商业价值 ④文化底蕴深厚，能够引起观众情感共鸣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27．“陕西省地方戏“华阴老腔”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声腔刚直高亢、磅礴豪迈，却

因表现形式单调难以吸引观众，面临传承危机。2016 年，华阴老腔演出团队与摇滚歌手与

合作，将传统民族音乐与现代摇滚音乐相结合，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联袂演唱《华

阴老腔一声喊》，引起巨大反响。“华阴老腔”焕发新的生机给我们的启示有

①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②满足人民大众需要的优秀传统文化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③与现代流行文化融合是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

④传播手段与传播形式的创新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前提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28. “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

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习近平对“去中国化”的批评,其依据在于

①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发展的精神纽带 ②吸收外来文化会消解文化的民族特色

③摒弃传统文化会失去文化创新的根基 ④立足传统文化就能永葆文化的生命力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29. “感情真，一口清！感情浅，舔一舔！”在国人深厚的酒文化影响下，坐在酒桌旁如

果不喝酒，就好似失礼了。不过“查酒驾”后，各种饮料、豆浆及汤品成了酒桌上白酒

的替代品，演绎出了“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的新酒桌文化。这说明

①文化决定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 ②社会制度的更替可以促进文化的进步

③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 ④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

A．②③ B．①④ C．③④ D．①②

30．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在央视播出后，在国内外引发收看热潮和强烈共

鸣。该片高度浓缩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进一步坚定了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大众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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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化传递、沟通、共享的功能 ②能够最大程度地超越时空的局限

③是传承、创造文化的能动性活动 ④使文化传播的途径发生根本变革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④ D. ③④

31．2017 年 7 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歌剧《鉴真东渡》登陆日本，演出吸

引了大批日本观众，现场观众表示，本次演出将进一步增进日本民众对“鉴真精神”和中

国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希望以后在日本有更多机会欣赏优秀的中国文艺作品，该歌剧演出

成功启示我们

①要主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②进行文化创新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

③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④要认识到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④ D. ③④

32．2017 年 3 月 3 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俞正声在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让中国精神成为文艺的灵魂，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就

要求

①要把人民群众作为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动力 ②要把人民群众作为文艺创作的主体

③文艺创作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④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A. ①④ B. ①③ C. ②③ D. ②④

33．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正在热播，除了跌宕起伏的剧情，精彩纷呈的表演，更重要的

原因还在于，它反映着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击中了反腐败的社会心愿，因此电视

剧刚一播出便收获众多粉丝。这告诉我们

①立足于社会实践，是文化创作的基本要求

②只有现实题材的文化产品，才能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③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意味着文化传承方式的新变革

④文化创新要着眼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A. ①③ B. ①④ C. ②③ D. ②④

34. 中国领导人提出共建贯穿欧亚腹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携手东盟共同打造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被合称为“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对于加强亚欧大陆各国之

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具有重要意义。材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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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②商业贸易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③各国都坚持文化一律平等原则 ④中华传统文化在继承中不断发展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③ D. ③④

35. “歌剧虽是舶来品，但一味地模仿西洋，永远成不了威尔第(意大利歌剧艺术大

师)！”“西洋歌剧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但传统戏曲和民间音乐的宝库更不能丢。”

下列各项与上述观点相符的是

①孤芳独美，固守传统 ②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③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④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36.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端午节的节

味随着五月飘溢的麦香撒遍了神州大地，飘入了千家万户，来到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端

午节作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节日

①是宝贵的民族文化和精神财富 ②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

③贯穿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全过程 ④承载着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37. 历史上，中华文化曾经成为法国社会的时尚，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凡尔赛宫的

装饰中都能找到中华文化元素。同样，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广大中

国读者。建交 50 年来，中法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各自文化的繁荣，因为两国文

化

①在长期交流中达到了相互融合 ②都体现着人类进步的价值追求

③都有自己的精粹和独特的个性 ④都源远流长，具有相似的历史传统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38. 我们在说“幽默”“基因”“沙发”的时候，会想到它们来自英语吗？我们总以为这

就是中文，其实它们落地融化到汉语中了。同样，老外在说“dim sum (点心)”“Kung Fu

(功夫)”“gelivable (给力)”时，他们也用习惯了，不会发问来自何方。这表明

①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②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优秀文化

③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④不同民族文化具有共性和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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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①③ B. ②④ C. ②③ D. ①④

39. 从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纪录片在英国上线，到象征中英传统友谊的大熊猫雕塑落户伦

敦动物园，再到中英两国学者伦敦论道……这一切，都再清晰不过地体现出英伦大地正涌

动着浓浓的中国元素。材料表明

A. 文化的交流借鉴应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B.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C. 文化传播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D. 文化创新需要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

40. 静止的时候，凝固着威严和庄重；走动的时候，流露出飘逸和洒脱。作为汉民族传统

服饰，汉服交领右衽、系带宽袖，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饰，从黄帝到明末清初，

一直保持着相对一致的风格和形制，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诗书礼乐”。透过汉服文化可以

感悟到

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 ②一个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

③文化对人们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的影响 ④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相对稳定性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41. 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互联网与教育不断融合，在线教育日益火爆，人们的学

习方式正发生深刻变化：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能力，在网上找到为自己“量身定

制”的课程，学习变得更为主动和灵活。这说明

①科技进步是文化多样性产生的前提 ②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文化传承方式的变革

③“互联网＋教育”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方向 ④在线教育有利于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②④

42.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着每一次朝代更替，都

会涌现出一批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这说明

A. 乱世出英雄，社会变革是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B. 社会制度更替是影响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C.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社会制度的变化

D. 文化的发展影响社会制度的更替

43. 桑巴舞、狂欢节、足球是信仰、热情奔放是标签，2016 年 8 月，奥林匹克夏季运动

会首次在南美大陆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开幕式上巴西人用自己独具特色的传统南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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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随性自如的表演形式和与时俱进的环保理念，给今后大型赛事的开幕式树起了“巴西

样板”，得到全世界的认可。材料说明了

①文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②只有面向世界，博采众长，才能使文化立于不败之地

③文化创新，表现在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精神的努力之中

④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格局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A. ①② B. ②④ C. ①③ D. ②③

44. 早在摄影出现时，人们就认为绘画将被摄影所取代，人们还想过用电影和电视来代

替绘画。但事实证明，每一种新媒体或者新艺术形式的出现并不能降低或取代传统艺术

形式，例如绘画的价值和功能。这启示我们要处理好

A．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B．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C．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关系 D．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2016 年 11 月 3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问委员会通过审议，

批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完成下面小题。

45. 中国“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

①对于展现文化多样性具有独特作用 ②有利于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③集中展示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 ④有利于我们全面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A. ①② B. ②④ C. ①③ D. ③④

46. “二十四节气”被国际气象界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中国人认知天象、物候、

时令和大自然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千百年来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二十四节气”及其申遗成功佐证了

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注重实际运用 ②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标志

③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④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④ D. ③④

47. 央视大型数据新闻节目《数说命运共同体》带大家身临其境地感知“一带一路”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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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百态。从中可以看到茶叶、丝绸伴随着中国口音旅行到了全世界，而远方的特产来到中

国的同时也把海外乡音带进了汉语词典；阿拉伯神话《一千零一夜》在中国家喻户晓，中

国的电影海报也张贴在外国的电影院里……这表明

①大众传媒具有文化传递、沟通、共享的强大功能 ②大众传媒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

③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④中外文化经过交流、借鉴，逐渐趋同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48.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近距离展示了稀世珍宝的复活技术，讲述了一批故宫文物

修复者的“日常”：擦掉黄花梨箱柜铜组件上的锈，显出黄澄澄的光；一个个齿轮的调适，

大座钟上的野鸭终于能扇动翅膀；颜色已经黯淡了的瑟，一层一层刷上新漆后华彩焕

然……经历岁月风尘而破旧残损的各种文物，在一双双神奇的手中重新焕发光彩。重视对

文物的保护和修复是因为

A. 文物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B. 文物是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见证

C. 利用现代科技元素修复文物，可以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D. 文物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是增强文化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49. 朋友圈里晒书单、聊感悟，热闹又时尚，阅读正在变成悦读。从朋友的口碑传播到知

名人士的书单罗列、权威媒体的打分排名，新的技术手段为荐书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直

播、图书漂流等新玩法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读书圈。这一现象对出版企业的启示是

①创新文化传播的手段和形式 ②立足科技创新，增进社会效益

③要注重文化产业政策的完善 ④丰富图书品种，满足读者需求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50. 中国既是茶的故乡，又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人们在长期的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形

成了包括茶俗、茶礼、茶艺、茶道和茶理等在内的独具特色的茶文化。茶文化的发展不断

丰富着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这说明

①文化引导和制约着社会实践的发展 ②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

③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和发展的主体 ④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化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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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D B C B C A D D D C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B A C B A C B B D D

题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B C C A C C A B C A

题号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C C B A C B C D C B

题号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答案 D B C B A C B B A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