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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节日庆典

展鸿教育出品，仅供内部交流！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1

除了泼水节，少数民族庆典还有哪些？

泼水节一般在傣历六月中旬（即农历清明前后十天左右)举行，是西双版纳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

除了泼水节，还有许多大型少数民族节日庆典。

关键词：泼水节、火把节、开斋节、那达慕、雪顿节、古尔邦节、歌圩节

第一部分 少数民族节日庆典

一、泼水节

泼水节

别名：浴佛节

节日时间：傣历六月中旬（农历清明前后十天左右） 流行：云南傣族聚居的地方

节日活动：泼水、赶摆、赛龙舟、浴佛、孔雀舞等

节日饮食：粑粑、毫诺索（年糕）等

二、火把节

火把节

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

节日时间：不同的民族举行火把节的时间也不同，

大多是在农历的六月二十四
流行：彝族、白族、纳西族、拉祜族

节日活动：斗牛、赛马、摔跤等

三、开斋节

开斋节

别名：肉孜节

节日时间：伊斯兰教历每年 9 月（俗称“斋月”) 流行：回族群众聚集区

节日活动：清洁、斋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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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尔邦节

古尔邦节

别名：宰牲节、忠孝节

节日时间：伊斯兰教历 12 月 10 日 流行：宁夏和新疆等地区

节日活动：举行会礼、宰牲、礼拜

节日饮食：炸馓子、油饼、麻花、宰杀牛羊肉等

五、那达慕

那达慕

别名：那雅尔

节日时间：每年农历六月初四开始，为期 5 天 流行：蒙古族聚居区

节日活动：赛马、摔跤、射箭、棋艺、歌舞等

节日饮食：牛羊肉及其熏干制品、奶酪、奶干、奶油、奶疙瘩、奶豆腐、酸奶等

六、雪顿节

雪顿节

别名：酸奶节、晒佛节、藏戏节

节日时间：藏历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一日 流行：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

节日活动：藏戏演出

节日饮食：酸奶子

七、歌圩节

歌圩节

别名：上巳节、元巳

节日时间：农历三月三日 流行：汉族、壮族、苗族、瑶族

节日活动：抢花炮、抛绣球等

节日饮食：五色糯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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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延伸考点

一、少数民族乐器

蒙古族

马头琴

马头琴是中国少数民族－蒙古族拉弦乐

器，因琴杆上端雕有马头而得名。

哈萨克族

冬不拉

冬不拉，在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西

伯利亚地区以及中国新疆、中国东北大兴安岭

地区的哈萨克族、鄂伦春族中尤其流行。音域

范围宽广，适合弹奏一些节奏快速、奔放的曲

子。

维吾尔族

达卜

达卜音色清脆响亮，声音力度变化幅度较大，

演奏技巧灵活多变，可以起到烘托各种不同乐曲情

节气氛的作用。流行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

北。

藏 族

铜钦

铜钦是藏传佛教所特有的铜管乐器之一，主要

用于盛大庆典或召集见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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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 族

葫芦丝

葫芦丝发源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

主要流行于傣、阿昌、佤、德昂和布朗等族聚居的

云南德宏、临沧地区，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苗 族

芦笙

芦笙，为西南地区苗、瑶、侗等民族的簧管乐

器。发源于中原，后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其前身为

汉族的竽。

满 族

八角鼓

八角鼓，古时中国人用于自娱的一种拍击膜鸣

乐器，因鼓身有八个角而得名，又称单鼓。

二、少数民族特色美食

民 族 美 食 展 示

藏 族 酥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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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族 青稞酒

布依族、壮族 五色糯米饭

满 族 萨其玛

朝鲜族 泡菜

回族、保安族 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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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哈萨克、柯

尔克孜、塔吉克、乌

兹别克、塔塔尔等

馕

蒙古、藏、回、哈萨

克、维吾尔等民族
手抓羊肉

第三部分 实战演练

【真题 1·茅箭·单选】泼水节是我国（ ）的传统节日。

A.彝族 B.回族 C.壮族 D.傣族

【真题 2·五河·单选】下列依次与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有关的是（ ）。

A.酥油茶、馓子、青稞酒、馕、萨其马

B.马头琴、冬不拉、铜钦、葫芦丝、芦笙

C.那达慕大会、开斋节、雪顿节、古尔邦节、泼水节

D.《嘎达梅林》、《穆斯林的葬礼》、《格萨尔王传》、《阿凡提的故事》、《刘三姐》

【真题 3·磐安·单选】传统节日是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一个重要特色，下列关于各少数民族传统

节日对照错误的是（ ）。

A.泼水节——傣族 B.火把节——彝族

C.三月三歌节——壮族 D.那达慕大会——维吾尔族

【真题 4·辽宁·单选】关于民族和节日之间的对应关系，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彝族——火把节 B.壮族——那达慕

C.傣族——泼水节 D.藏族——雪顿节

【真题 5·河北·单选】下列依次与蒙古族、回族、傣族关系最密切的是（ ）。

A.酥油茶、馓子、青稞酒 B.马头琴、冬不拉、葫芦丝

C.那慕达大会、开斋节、泼水节 D.努尔哈赤、阿凡提、刘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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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 6·石台·单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正式确认的民族共有

56 个。下列有关我国各民族的表述错误的是（ ）。

A.“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

B.“开斋节”“古尔邦节”是维吾尔族著名的节日

C.除去汉族，55 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是白族

D.藏族民间最大的传统节日为每年藏历正月初一的藏历年

【真题 7·武义·单选】关于中国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藏族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即喇嘛教

B.“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

C.维吾尔族的传统节日源于伊斯兰教，包括肉孜节和犁头节

D.侗族喜欢斗牛，每个村寨都饲养有专供比赛用的“水牛王”

【真题 8·蕉岭·单选】在我国西北地区（自然区划）旅游，不可能看到的是（ ）。

A.那达慕大会的赛马、射箭、摔跤等活动

B.泥沙堆积而成的“塞上江南”

C.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D.经风蚀和间歇性流水冲刷而成的雅丹地貌

【真题 9·巢湖·多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文化风情各异，以下相关说法正确的有（ ）。

A.朝鲜族的传统食品有冷面、泡菜和打糕等

B.妈祖是流传于中国沿海地区的民间信仰，妈祖原名林默，生于莆田湄洲岛

C.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的传统节日，骑马、摔跤、赛龙舟是那达慕大会的三项必备活动

D.徽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起源于徽州府城歙县（古徽州）

【真题 10·浦江·单选】我国蒙古族的民族乐器是（ ）。

A.葫芦丝 B.冬不拉

C.马头琴 D.木卡姆

【真题 11·四川·单选】中国的弦拨乐器历史悠久，种类形质繁多，是极富特色的一种乐器，远在

三千年前的周代就已经产生。下列民族乐器中属于弦拨乐器的是（ ）。

A.陶埙 B.三弦

C.马头琴 D.二胡

【真题 12·四川·单选】我国很多民间乐器是少数民族代表乐器，下列对应不正确的是（ ）。

A.芦笙——朝鲜族 B.葫芦丝——傣族

C.冬不拉——哈萨克族 D.马头琴——蒙古族

【真题 13·吉林·单选】民歌来源于民间，主要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不断再创作的方式生存于

民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人们思想感情的体验和表达手法的结晶。下列关于民歌说法错

误的是（ ）。

A.《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B.演唱藏族民歌常用乐器冬不拉伴奏

C.“信天游”是西北地区民歌形式 D.狩猎歌和牧歌是蒙古族民歌代表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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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 14·江苏·单选】下列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名称、特色饮食与代表性文化的对应，错误的是

（ ）。

A.傣族—馕—孔雀舞 B.蒙古族—手抓羊肉—蒙古长调

C.朝鲜族—泡菜—《阿里郎》民谣 D.藏族—酥油茶—《格萨尔王》长诗

【真题 15·高要·判断】中国一共有 55 个少数民族，各民族的节日丰富多彩，如维吾尔族的那达

慕、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等。

【真题 16·平远·单选】下列关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说法，错误的是（ ）。

A.朝鲜族人喜欢依水而居，有“水的民族”的美称

B.傣族人聚居区盛产水稻，主食以米饭为主

C.维吾尔族人信奉伊斯兰教，家庭、婚姻、饮食等诸方面均受到宗教的影响

D.回族人不吃马、驴、骡、狗的肉，尤其禁忌食猪肉

参考答案及解析：

【真题 1】D。解析：D 项正确，泼水节为傣族一年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A项，彝族的传统节日有

火把节、花脸节、补年节等。B 项，回族的传统节日主要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C 项，壮族

的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春秋社日等。故本题选 D。

【真题 2】D。解析：A项错误，酥油茶是中国西藏的特色饮料，与蒙古族无关；萨其马是满族的特

色美食，与壮族无关。B项错误，冬不拉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与回族无关；葫芦丝是傣族的特色乐

器，与维吾尔族无关；芦笙是苗族的传统乐器，与壮族无关。C 项错误，泼水节是傣族的传统节日，与

壮族无关。D 项正确，《嘎达梅林》是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穆斯林的葬礼》以回族手工匠人梁亦清

的玉器作坊奇珍斋升沉起伏为主线，《格萨尔王传》是藏族英雄史诗，《阿凡提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阿

凡提是维吾尔族人，《刘三姐》描写的是壮族刘三姐的故事。故本题选 D。

【真题 3】D。解析：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

位。每年农历六月初四开始的为期 5 天的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人民的盛会。那达慕大会的内容主要有

摔跤、赛马、射箭、套马、下蒙古棋等民族传统项目。D 项对应错误。A、B、C 三项对应均正确。故本

题选 D。

【真题 4】B。解析：B项对应错误，“那达慕”是蒙古语，意为“娱乐、游戏”，“那达慕”大会

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壮族比较具有本民族特点的节日

是“三月三”歌节、牛魂节、中元节等。故本题选 B。

【真题 5】C。解析：酥油茶、青稞酒都是藏族的特产；馓子是回族的特产，A 项错误。马头琴是蒙

古族的乐器；冬不拉是哈萨克族的乐器；葫芦丝是傣族的乐器，B 项错误。那慕达大会是别具蒙古族特

色的节日；开斋节是回族最大的节日；泼水节是傣族颇具特色的节日，C 项正确。努尔哈赤是满族人；

阿凡提是伊斯兰世界传说人物；刘三姐是民间传说的壮族人物，古代民间传说歌手，D项错误。故本题

选 C。

【真题 6】C。解析：A 项正确，“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在每年七、八

月这一水草丰茂、牲畜肥壮、秋高气爽的黄金季节举行。B 项正确，“开斋节”“古尔邦节”是伊斯兰

教重要的宗教节日，也是维吾尔族的重要节日。C 项错误，除去汉族，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是壮族。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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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正确，藏历年是藏族人民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故本题选 C。

【真题 7】C。解析：A、B、D三项均正确。C 项错误，维吾尔族的传统节日源于伊斯兰教，包括肉

孜节和古尔邦节。犁头节也叫撒班节，是塔塔尔族特有的传统节日。故本题选 C。

【真题 8】C。解析：A 项正确，那达慕大会是内蒙、甘肃、青海、新疆的蒙古族人民一年一度的传

统节日，在每年七、八月这一水草丰茂、牲畜肥壮、秋高气爽的黄金季节举行。B项正确，“塞上江南”

今泛指宁夏黄河平原，包括宁夏北部银川市、吴忠市、石嘴山市和中卫市一带。C项错误，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最南端，属北回归线以南（西南）的热带湿润区。D 项正确，雅丹地貌是新疆罗

布泊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地貌形态，是一种典型的风蚀性地貌。故本题选 C。

【真题 9】ABD。解析：A 项正确，朝鲜族的传统风味食品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打糕、冷面、泡菜。

B项正确，妈祖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神信仰，又称天上圣母、天后、天后娘娘等，其真名为林

默，诞生于莆田县湄洲岛。C 项错误，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的传统节日，其中三项重要的活动是摔跤、

射箭、赛马。赛龙舟为端午节的活动。D 项正确，徽菜菜系又称“徽帮”，是中国传统八大菜系之一。

徽菜起源于南宋时期的徽州府（今安徽歙县），原是徽州山区的地方风味。故本题选 ABD。

【真题 10】C。解析：A 项，葫芦丝是云南少数民族乐器，主要流行于傣、阿昌、佤、德昂和布朗

等族聚居的云南德宏、临沧地区，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B 项，冬不拉是北亚和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族的

传统弹拨乐器，在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以及中国新疆、中国东北大兴安岭地区的哈

萨克族、鄂伦春族中尤为流行。C 项，马头琴是一种两弦的弦乐器，有梯形的琴身和雕刻成马头形状的

琴柄，是蒙古族民间拉弦乐器。D 项，木卡姆，被称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运用音

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故

本题选 C。

【真题 11】B。解析：A 项错误，陶埙在古代主要为诱捕猎物所用，是中国最古老的闭口吹奏乐器。

B项正确，三弦又称“弦子”，是中国传统弹拨乐器，音色粗犷、豪放，可以独奏、合奏或伴奏，普遍

用于民族器乐、戏曲音乐和说唱音乐。C 项错误，马头琴是一种两弦的弦乐器，有梯形的琴身和雕刻成

马头形状的琴柄，是蒙古民间拉弦乐器，为蒙古族人民喜爱。D项错误，二胡是一种中国传统拉弦乐器，

始于唐朝，称“奚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故本题选 B。

【真题 12】A。解析：芦笙为西南地区苗、瑶、侗等民族的簧管乐器，并非朝鲜族的代表乐器。朝

鲜族的代表乐器主要有伽倻琴、玄鹤琴等，A项错误。故本题选 A。

【真题 13】B。解析：A、C、D 项均正确。冬不拉流行于中国新疆伊犁哈萨克族地区，演唱藏族歌

曲一般不用冬不拉伴奏，而用藏族乐器六弦琴、扬琴、牛角胡等，B项错误。故本题选 B。

【真题 14】A。解析：馕是维吾尔族的特色食物，傣族的特色食物有酸肉、火烧鱼和腌牛头等。B、

C、D三项均对应正确。故本题选 A。

【真题 15】×。解析：中国一共有 55 个少数民族，各民族的节日丰富多彩，著名的有：蒙古族的

那达慕、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等。维吾尔族的传统节日有肉孜节、古尔邦节、巴拉特节等，没

有那达慕。故本题说法错误。

【真题 16】A。解析：A项错误，喜欢依水而居、有“水的民族”美称的少数民族是傣族。B、C、D

项正确。故本题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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