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老师，好课程，好服务

文化常识中的重要考点总结

在事业单位考试中文化常识涉及知识面广，知识体系繁杂。很多考生不知如何复习，在

这一部分经常会丢失很多分数。因此，小编今天帮助大家总结出文化常识中的重要考点。

考点一：传统节日

节日 习俗 文化 诗词

春节

守岁、放鞭炮、

贴春联、拜年、

吃饺子、剪窗花

古代又称元旦、岁首。国

家法定节假日

①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

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宋代）《元

日》

②桃符呵笔写，椒酒过花斟。陆游《己酉元日》

元宵

吃元宵、赏花灯、

舞龙、舞狮子、

猜灯谜、踩高跷、

划旱船、放孔明

灯、燃放灯火等

又称上元节、春灯节、小

正月等；起源：汉文帝纪

念平定“诸吕之乱”，汉

武帝时祭祀太一神，汉明

帝时挂灯礼佛

①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

约黄昏后。欧阳修《生查子·元夕》

②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

月逐人来。苏味道《正月十五夜》

③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辛弃疾

《元夕》

清明

扫墓、踏青、吃

寒食、插柳、放

风筝等

传说起源于纪念晋国大

夫介之推割股奉君 （寒

食节）。清明是二十四节

气之一。2006 年入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①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杜牧

《清明》

②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高启

《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

端午

吃粽子，赛龙舟，

挂菖蒲、蒿草、

艾叶，喝雄黄酒，

佩香囊，悬钟馗

像，挂荷包和拴

五色丝线，驱五

毒

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

月节、重午节等。首个入

选世界非遗的节日（2009

年）

①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苏轼《浣

溪沙·端午》

②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 陆游《乙卯重五

诗》

③莫唱江南古调，怨抑难招，楚江沉魄。宋 吴

文英《澡兰香·淮安重午》

七夕 姑娘穿针乞巧 又称乞巧节、少女节、女 ①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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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好课程，好服务

儿节。2006 年列入第一

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中国情人节。

《鹊桥仙·纤云弄巧》

②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杜牧

《秋夕》

中元 祭祖

又称亡人节、“盂兰盆

会”、“鬼节”、“施孤”

等；中元节归属道教，盂

兰盆节归属佛教

①绛节飘飘宫国来，中元朝拜上清回。李商隐

《中元作》

②窗竹弄秋偏寂历，盂兰乞食信飘零。朱曰藩

《中元日斋中作》

中秋

吃月饼、赏月、

玩花灯，香港有

舞火龙的习俗

又称秋夕、八月节、月夕、

月节、团圆节等，国家法

定节假日。有关传说：唐

军祝捷；朱元璋领导的反

元起义军利用饼中藏纸

条传送起义消息。

①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

头·丙辰中秋》

②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冷桂花孤。晏殊《中

秋月》

③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

年何处看。苏轼《阳关曲·中秋月》

重阳
登高、插茱萸、

赏菊花饮菊花酒

又称重九节、踏秋节，唐

代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

日。2012 年 6 月，《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

案》规定重阳节为“老年

节”。

①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九

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

②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李清

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腊八 喝腊八粥
相传为释迦牟尼的成道

之日

腊月风和意已春，时因散策过吾邻。今朝佛粥

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陆游《十二月八日

步至西村》

除夕

吃年夜饭、贴年

画、守岁、北方

包饺子、南方做

年糕

先秦时期的“逐除”

①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戴复古

（宋代） 《除夜》

②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陆游《除

夜雪》

考点二：少数民族文化
民

族
特色文化 节日 艺术 饮食 服饰和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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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好课程，好服务

蒙

古

族

拥有自己的语言

文字；所崇拜的

图腾有狼、鹿、

熊等等；音乐有

长调民歌、好来

宝、乌力格尔等；

敖包，又称祭“敖

包”，就是祭山

川草木，祈祷丰

收、平安；

成吉思汗

纪念节；那

达慕大会；

敖包节农

历七月十

三

乐器有

马头

琴、四

胡等

烤全羊、

手扒肉、

马奶酒和

奶食制品

包括奶皮

子、奶豆

腐等

蒙古族马头琴 蒙古族四胡

傣

族

傣族视孔雀、大

象为吉祥物，傣

族人民喜欢依水

而居，爱洁净、

常沐浴、妇女爱

洗发，故有“水

的民族”的美称，

过去傣族普遍信

仰南传上座部佛

教和原始宗教。

云南省西双版纳

自治州。

泼水节

葫芦

丝；孔

雀舞。

香竹糯米

饭

彝

族

四川凉山彝族自

治州是全国最大

的彝族聚居区；

花腰彝族是生活

在我国云南省红

河哈尼族彝族自

治州石屏县；花

腰彝族，把智慧、

愿望以及对生活

的热爱倾注在刺

绣工艺中

火把节，农

历的六月

二十四日，

斗牛、斗

羊、选美

葫芦

笙、月

琴；花

腰刺绣

肉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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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好课程，好服务

朝

鲜

族

《阿里郎》是传

统民谣之一。舞

蹈有农乐舞、长

鼓舞、扇子舞、

象帽舞等。

周岁生日、

结婚典礼

及 60 周岁

花甲。

乐器有

长鼓、

伽倻

琴，亦

称朝鲜

筝

风味小

菜、烤肉、

冷面、狗

肉 长鼓舞和伽倻琴

藏

族

是青藏高原的原

住民，拉萨是 680

万藏族人心中的

圣地，普遍信仰

藏传佛教，藏医

药学也是人类重

要遗产。藏族服

饰的基本特征是

长袖、宽腰、长

裙、长靴；古代

名人松赞干布；

现代韩红。

雪顿节；大

佛瞻仰节

《格萨

尔王

传》、

《唐

卡》

糌[zān]

粑、青稞

酒、酥油

茶，青稞

是裸大麦

藏族扎木聂和牛角胡

哈

萨

克

族

民族语言为哈萨

克语，普遍信仰

伊斯兰教。哈萨

克族主体在中

亚、西亚，主要

分布于哈萨克斯

坦、中国、俄罗

斯、乌兹别克斯

坦、土耳其、蒙

古等国。

古尔邦节

乐器：

冬不

拉；《玛

依拉》

《美丽

的姑

娘》

哈萨克族

的饮食与

游牧生活

有密切联

系，主要

有茶、肉、

奶和面

食。手抓

羊肉

壮

族

人口最多的少数

民族；吊脚楼；

歌仙刘三姐。

“三月三”

歌节、“牛

魂节”、“中

元节”等

乐器有

唢呐、

蜂鼓、

铜鼓、

箫、笛、

马骨

最早种植

水稻的民

族之一；

八宝饭、

竹筒饭、

“彩色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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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好课程，好服务

胡、天

琴等。

米饭”等

回

族

主要聚居在宁

夏；清真寺（礼

拜寺），经典主

要是《古兰经》，

信徒称穆斯林；

头饰是回族最典

型、最富有特点

的服饰

古尔邦节

（伊斯兰

历12月 10

日）开斋节

（10 月 1

日）、圣纪

节

弹唱艺

术，胡

琴、牛

头埙

等；《穆

斯林葬

礼》

讲究卫生

不吃猪

肉、狗肉、

动物的血

液等；喜

欢饮茶和

用茶待

客。馓子。

回族 牛头埙

维

吾

尔

族

主要聚居在新

疆；是祖国医学

的重要组成部

分。大多信仰伊

斯兰教；“独他

尔”和“热瓦甫”

是最常用乐器；

“达甫”是用手

指敲击的羊皮

鼓；舞蹈闻名中

外

维吾尔族

的传统节

日有肉孜

节、古尔邦

节和诺鲁

孜节

手鼓

舞、集

《阿凡

提的故

事》、

音乐舞

蹈史诗

《十二

木卡

姆》

馕、抓饭、

蒸包子

维吾尔族达甫

满

族

历史悠久的渔猎

民族，居住辽宁

省最多；历史上

两度在中原建立

政权（金和大

清）。

春节、灯节

等；满族曾

信仰萨满

教

八旗制

度；萨

满教。

满汉交融

的饮食特

色“满汉

全席”；

萨其玛

考点三：敬称

称呼对方或其亲属
令

令尊（对方父亲）、令堂（对方母亲）、令郎（对方

儿子）、令爱（对方女儿）

尊 尊上（对方父母）、尊驾（对方）

称平辈或晚辈 贤
贤弟：对交情好的比自己年龄小的朋友或好朋友弟弟

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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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好课程，好服务

地位高或年长的已去世的人 先 先帝、先考（已去世的父亲）、先慈（已去世的母亲）

对尊长者或朋辈 君、子、公、足下、夫子、先生、大人

自己的动作涉及对方 奉 奉告、奉还、奉劝

对方对待自己的行为
惠 惠存、惠赠

垂 垂爱、垂青、垂询

璧还 归还对方物品

俯就 请对方同意担任某一职务

斧正 请别人修改文章

雅正 把自己的书画等送人时表示请对方指教

考点四：谦称

对别人称自己辈分高或年纪大的亲戚 家 家严、家父（父亲）；家慈、家母（母亲）

对别人称自己辈分低或年纪小的亲戚 舍 舍弟、舍妹、舍亲（亲戚）

称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人或事物
小

小弟（男性在朋友或熟人间谦称自己）、小女（自己

的女儿）

老 老朽、老身（老年妇女谦称自己）

自称

愚
愚兄（向比自己年轻的人称自己）、愚见（自己的见

解）

敝 敝处（自己的房屋、处所）

鄙 鄙人、鄙见

其他

见 见谅（请人谅解）、见教（指教）

敢 敢问（冒昧地请示别人）

窃 窃思、窃以为

考点五：年龄代称

孩提 2—3 岁 不惑 40 岁

汤饼之期 婴儿出生 3 日 知命 50 岁

总角 8、9 岁到 13、14 岁的少年 耳顺 60 岁

幼学 10 岁 从心 70 岁

豆蔻 女子 13、14 岁 喜寿 77 岁

及笄 女子 15 岁 耄耋 80 岁



好老师，好课程，好服务

加冠 男子 20 岁 米寿 88 岁

而立 30 岁 期颐 100 岁

更多资讯，扫码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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