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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祛魅”祛的是什么

一、热点概述

北京时间 2024年 12月 4日，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在巴拉圭亚

松森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9 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 44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丰富的年俗活动：从腊月底的扫尘除旧，到贴上寓意吉祥的春联；从阖家团圆共享年夜饭，到守岁

时对新岁的殷切期盼；从初一清晨走亲访友的拜年之礼，再到街头巷尾热闹非凡的舞龙舞狮表演等等，

这些丰富多彩的年俗活动是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对家庭、亲情和故乡的眷恋与热爱，体现

了春节的深厚文化底蕴。

多民族共同庆祝：春节发源于汉族，但在多民族共居的中国，许多少数民族也有欢度春节的习俗，

如青海的土族会在春节期间举行轮子秋活动，羌族人称春节为“大年”，并将自身的文化融入其中，如

正月初一捧白石进屋象征“进宝”等，这充分体现了春节是多民族共享的节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证明。

全球范围的影响力：春节的影响力正日益走向世界，目前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各种形式庆祝

农历新年，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将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春节民俗活动已走进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成

为全球文化盛事。例如纽约时代广场的春节灯光秀、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舞龙舞狮、悉尼海港大桥的烟

花盛宴、巴黎卢浮宫的“中国新年展”等，都展示了春节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力。

2.道理论证：

情感凝聚力：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是最盛大的节日，有着凝聚人心的作用，它被全世界的中华儿女共

同寄予了深厚情感。这种情感凝聚力是春节能够申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李祥林教授所说，非遗

项目评审注重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民的感情，注重那些能够让他们的内心情感紧密联系的

传统，而春节贯穿了中华儿女的一生，是家庭、民族、国家团圆的象征。

文化价值与内涵：春节蕴含着非常丰厚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情感聚合点，具

有巨大的凝聚力。它不仅体现了家庭伦理、历史伦理、社会伦理、自然伦理等多方面的价值，还是辞旧

迎新的重要日子，与中国人的时间更新意识密切相关。此外，春节所蕴含的和平、和睦、和谐的文化精

神，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对当代世界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意义：春节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古老、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其申遗成功对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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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播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推动年俗文化内涵式发展和全方位展示意义重大。非遗既要有历史

的厚重，也要能在当下鲜活，更要走向未来，而春节的申遗成功将促使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这一伟大

的传统节日，让古老民俗在当代生活中续写华章，同时也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助力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春节成功申遗，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的一员。这一成果

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可，也对春节文化在全球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对此，谈谈

你的理解。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过渡-对策-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春节申遗成功无疑是我国文化领域的一件盛事，它标志着春节这一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情感与智

慧结晶的传统节日，正式登上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璀璨舞台，得到了国际社会对其独特文化价值的

高度认可，也为全球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步——意义：

其一，申遗成功为春节文化的传承注入强大动力。它促使社会各界更加重视春节相关习俗、技艺、

传说等文化元素的保护与传承，确保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够代代相传，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得以延

续和发展。例如，传统的春节手工艺如剪纸、年画等制作技艺有望获得更多资源用于传承与创新，避免

因现代工业化冲击而失传。

其二，春节是中华民族团圆的象征，申遗成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民族凝聚力。无论身在何处，全球

华人在春节期间共同遵循的庆祝仪式和文化习俗，如守岁、拜年等，能够唤起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

感，增强民族向心力，让中华儿女在文化的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其三，在全球范围内，春节申遗成功有助于其文化影响力的迅速扩张。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深

入了解春节背后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理念，如和谐、和睦、和美等，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提升中国

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支撑。

第三步——过渡：

然而，申遗成功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更应深刻认识到春节文化等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发展道路上

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我们积极采取有效对策，以确保春节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持续绽放光彩，实现其

文化价值的最大化。

第四步——对策：

第一，促进教育传承。将春节文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中小学，通过编写专门的教材、

开设特色课程、组织文化实践活动等方式，让青少年深入了解春节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民俗活动等，

培养他们对春节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意识。例如，学校可在春节期间布置与春节文化相关的作业或实践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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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如写春联、制作春节手抄报、参与家庭年夜饭筹备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春节文化的魅力。

第二，加强创新发展。鼓励文化创意产业与春节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发具有春节特色的文化产品和

旅游项目。例如，设计制作精美的春节主题文创礼品，如带有春节元素的手工艺品、服饰、文具等；打

造以春节民俗体验为核心的旅游线路，如到传统古镇感受地道的春节氛围、参与民俗活动等。同时，利

用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创新春节文化的展示与传播形式，吸引

更多年轻群体的关注与参与。

第三，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推动春节文化在国际上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举办“春节文化周”

“春节文化展览”等活动，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春节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

区在春节文化研究、民俗保护、文化产业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探索春节文化在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下

的传承与发展路径。例如，与国外文化机构合作举办春节主题的艺术展览、文艺演出等活动，促进春节

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互鉴。

第五步——总结结尾：

总之，春节申遗成功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春节文化

的独特价值，积极应对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挑战，通过教育传承、创新发展、国际交流合作等多方面的

努力，让春节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烂的光彩，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

信的坚实基石，更成为全球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为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和谐发展贡献

中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