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寻姓氏工作总结 姓氏调查报告(汇
总7篇)

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总结了吧。相信许多人会觉得总结很难写？下面是小编
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寻姓氏工作总结篇一

最近，我读了一本百家姓，发现里面的姓氏十分有特色。一
次，我们听老师说起，姓氏是一种十分有趣的文化，很值得
研究。于是，我们几个好奇心强的同学就组成了一个学习小
组，向姓氏这个神秘的文化进军，开始了我们的姓氏学习之
旅。

1、阅读书籍。报刊

2、上网浏览

3、询问相关人员

获得方式

信息方面

获得信息的内容

上网浏览

世界上的姓氏

世界上一共有两万三千多个姓氏



上网浏览

中国所占姓氏

中国所占四千一百多个姓氏

上网浏览

最广泛的姓氏

最广泛的姓氏是王。张。李

上网浏览

名人最多的姓氏

名人最多的姓氏是田姓

上网浏览

姓氏的来源

1、以姓为氏

2、以国名为氏。

1、经过调查我们知道许多关于姓氏的资料，比如世界上一共
有两万三千多个姓，中国共有四千一百多个姓等等信息，让
我们对姓氏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开拓了我们的视野。

2、经过调查，我们将姓氏归化了三类：“一字姓”“复
姓”“多字姓”。姓氏的名称很奇怪，有姓赖的，有姓龙的，
更有趣的是，还有姓钱的！

还有竟然姓“阎王爷”的阎的，令人捧腹大笑。历史上，李。



王。赵为三大姓，我们为中国姓创造的辉煌感到骄傲！

3、经过调查，我们发现了姓氏独有的特色，有兴趣的同学也
可以对姓氏展开一次调查，开始你的姓氏学习之旅。我们小
组将会在今后的学习中继续探索有趣的姓氏。

寻姓氏工作总结篇二

1．认识儿歌中的12个生字，书写7个汉字。

2．培养学生对姓氏文化的兴趣,了解有关百家姓的小知识，
区分读音相近的姓氏的不同写法。

3．正确、流利、有节奏地朗读并练习背诵课文。

4．结合学生自身的姓氏激发学生的识字兴趣。

重点：

识字写字，正确、流利、有节奏地朗读。

难点：

激发学生对姓氏文化的兴趣。

2课时

第一课时

1．教师请同学们拿己课前准备好的姓名卡片，说说自己姓什
么，叫什么名字。

2．教师根据学生的交流情况进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名字分为两个部分，姓和名，通常情况下，名字中的第一个
字就是姓。（相机指导生字“姓”的书写：左右结构，女加



生，“女”字在作偏旁时，第三笔横画改为提画，不能出头。
）

3．板书课题：姓氏歌，指名学生朗读，注意正音：“姓”是
后鼻音，“氏”是整体认读音节，并与“低”加以区分。

1．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自主朗读课文第一小节，注意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2．检查学生的自读情况。

(1)指名学生朗读第一、二句，相机出示词语卡片“什
么”、“李”，指名学生认读，注意正音：“什”是前鼻音，
“么”读轻声；“李”是边音，相机交流“李”的识记方法：
上下结构，木加子。

(2)指名学生朗读第三、四句，出示词语卡片“张”，强
调“张”是翘舌音，交流识字方法：弓加长，张。

(3)指名学生朗读第五句，出示词语卡片“古”“吴”“双”，
指名学生认读，交流识字方法，师给予鼓励和指导。

3．再读第一小节，巩固识字。

(1)学生再次自由朗读第一小节，将这一小节中出现的姓氏用
笔圈出来，和同位交流。

(2)指名学生朗读第一小节，汇报出现的姓氏，教师相机板书：
李、张、胡、吴、徐、许。

(3)引导学生观察字形，说说是怎样记住这些字的。

(4)重点区别“胡”和“吴”、“徐”和“许”。师质疑：引
导学生发现这两组姓氏读音很接近，当别人没有听清是
姓“胡”还是姓“吴”，是姓“徐”还是姓“许”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学生交流汇报，教师适当：可以通过字形的不
同组合来加以区分。学生再次朗读：“古月胡，口天吴，双
人徐，言午许。”（微课展示）

4．游戏巩固。摘苹果送朋友：将六个姓氏卡片剪成苹果状，
贴在黑板上，指名学生上黑板摘苹果，苹果反面写的是什么
姓氏，读出来，送给班级姓该姓氏的同学。

5．练习熟读并背诵。

(1)学生再次练习朗读第一小节。

(2)多种形式朗读：指名读，同位一问一答读，拍手读，男女
生对读，全班齐读。

(3)指名学生背诵，全班齐背。

1．出示第一小节要求会写的字：什、么、双，指名学生认读，
口头组词。

2．学生自主观察字形，交流识记方法，教师给予鼓励和指导。

3．师范写讲解：“什”左右结构，要写得左窄右宽；“双”
左右相同，左边略小，又字的捺画变成点画。生观察书空。

4．学生自主描红、仿写，教师巡视指导，强调正确的写字姿
势。

5．交流反馈，评议提高。

1、连一连，组成有关姓氏的汉字。

木 弓 口 讠 彳 古 长 天 子 月 午 余

2、给下列汉字加个部首，组成新字再组词。



女（）十（）又（）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认识了生活中的一些常见姓氏，区分了
它们的字形，还学习了写字。课下，请同学们继续了解自己
的家人还有哪些姓氏，我们下节课一起来分享。

第二课时

1．出示生字词卡片：姓氏、什么、张、胡、吴、徐、许，指
名认读。

2．说说自己班上还有哪些不同的姓氏，师相机板书。

3．师过渡：我们的姓氏有很多，古人曾经编过一本书，叫
《百家姓》，里面收集了常见的姓氏，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
学习。

1．学生借助拼音自由朗读第二小节，注意读准字音。

2．检查学生的自读情况。

(1)指名学生朗读第二小节。

(2)根据学生的朗读情况相机正音，并出示词语卡片：、赵、
钱、孙、周、郑、王、东方、上官，指名学生认读，强
调：“赵、周”是翘舌音，“王、方”是后鼻音。

(3)全班齐读第二小节。

3．巩固识字。

(1)学生再次朗读第二小节，画出其中的'姓氏，再读一读。

(2)指名学生交流第二小节中出现了哪些姓氏，教师根据学生
的交流情况适时张贴相关卡片：赵、钱、孙、李、周，吴、



郑、王、诸葛、东方、上官、欧阳。

(3)再次打乱顺序，指名学生认一认这些姓氏，并说说自己的
家人或同学有哪些人是这个姓。（微课展示）

(4)鼓励学生说说自己是如何记住这些字形的，在此过程中，
教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鼓励，并渗透一定的识字方法。
如：“赵、钱、孙”都可以用第一小节的汉字组合法来识记；
“周”是半包围结构，里面是“土”加“口”；“王”
是“三”字中间加一竖。

4．了解单姓和复姓。

(1)教师引导学生发现黑板上这些姓氏有什么不同。

(2)指名学生交流，教师：的姓氏中，大部分是一个字，也有
两个字的，如：东方、欧阳、上官等，这样的姓叫复姓。

5．游戏进一步巩固：师出示一张姓氏卡片，班上是这个姓氏
的小朋友站起来，大声说：示例：我姓钱，金钱的钱。

6．朗读并背诵第二小节：生自由朗读第二小节，通过拍手读
感受其中的节奏，练习背诵。

2．学生自主交流，教师根据学生的交流相机板书，拓展学生
的识字量。

寻姓氏工作总结篇三

1、认识儿歌中的12个生字，书写7个汉字。

2、培养学生对姓氏文化的兴趣，了解有关百家姓的小知识，
区分读音相近的姓氏的不同写法。



3、正确、流利、有节奏地朗读并练习背诵课文。

4、结合学生自身的姓氏激发学生的识字兴趣。

重点：

识字写字，正确、流利、有节奏地朗读。

难点：

激发学生对姓氏文化的兴趣。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结合学生姓氏，精彩导入

1．教师请同学们拿己课前准备好的姓名卡片，说说自己姓什
么，叫什么名字。

2．教师根据学生的交流情况进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名字分为两个部分，姓和名，通常情况下，名字中的第一个
字就是姓。（相机指导生字“姓”的书写：左右结构，女加
生，“女”字在作偏旁时，第三笔横画改为提画，不能出头。
）

3．板书课题：姓氏歌，指名学生朗读，注意正音：“姓”是
后鼻音，“氏”是整体认读音节，并与“低”加以区分。

二、学习课文第一小节，自学

1．学生借助汉语拼音自主朗读课文第一小节，注意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2．检查学生的自读情况。

（1）指名学生朗读第一、二句，相机出示词语卡片“什么” 、
“李”，指名学生认读，注意正音：“什”是前鼻
音，“么”读轻声；“李”是边音，相机交流“李”的识记
方法：上下结构，木加子。

（2）指名学生朗读第三、四句，出示词语卡片“张”，强
调“张”是翘舌音，交流识字方法：弓加长，张。

（3）指名学生朗读第五句，出示词语卡片“古” “吴”
“双”，指名学生认读，交流识字方法，师给予鼓励和指导。

3．再读第一小节，巩固识字。

（1）学生再次自由朗读第一小节，将这一小节中出现的姓氏
用笔圈出来，和同位交流。

（2）指名学生朗读第一小节，汇报出现的姓氏，教师相机板
书：李、张、胡、吴、徐、许。

（3）引导学生观察字形，说说是怎样记住这些字的。

（4）重点区别“胡”和“吴” 、 “徐”和“许” 。师质
疑：引导学生发现这两组姓氏读音很接近，当别人没有听清
是姓“胡”还是姓“吴”，是姓“徐”还是姓“许”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学生交流汇报，教师适当：可以通过字形的不
同组合来加以区分。学生再次朗读：“古月胡，口天吴，双
人徐，言午许。 ”（微课展示）

4．游戏巩固。摘苹果送朋友：将六个姓氏卡片剪成苹果状，
贴在黑板上，指名学生上黑板摘苹果，苹果反面写的是什么
姓氏，读出来，送给班级姓该姓氏的同学。



5．练习熟读并背诵。

（1）学生再次练习朗读第一小节。

（2）多种形式朗读：指名读，同位一问一答读，拍手读，男
女生对读，全班齐读。

（3）指名学生背诵，全班齐背。

三、书写指导

1．出示第一小节要求会写的字：什、么、双，指名学生认读，
口头组词。

2．学生自主观察字形，交流识记方法，教师给予鼓励和指导。

3．师范写讲解：“什”左右结构，要写得左窄右宽；“双”
左右相同，左边略小，又字的捺画变成点画。生观察书空。

4．学生自主描红、仿写，教师巡视指导，强调正确的写字姿
势。

5．交流反馈，评议提高。

四、作业

1、连一连，组成有关姓氏的汉字。木弓口讠彳古长天子月午
余

2、给下列汉字加个部首，组成新字再组词。女（）十（）又
（）

五、精准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认识了生活中的一些常见姓氏，区分了



它们的字形，还学习了写字。课下，请同学们继续了解自己
的家人还有哪些姓氏，我们下节课一起来分享。

第二课时

一、复习旧知，精彩导入

1．出示生字词卡片：姓氏、什么、张、胡、吴、徐、许，指
名认读。

2．说说自己班上还有哪些不同的姓氏，师相机板书。

3．师过渡：我们的姓氏有很多，古人曾经编过一本书，叫
《百家姓》，里面收集了常见的姓氏，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
学习。

二、学习课文第二小节，自学

1．学生借助拼音自由朗读第二小节，注意读准字音。

2．检查学生的自读情况。

（1）指名学生朗读第二小节。

（2）根据学生的朗读情况相机正音，并出示词语卡片：、赵、
钱、孙、周、郑、王、东方、上官，指名学生认读，强
调：“赵、周”是翘舌音，“王、方”是后鼻音。

（3）全班齐读第二小节。

3．巩固识字。

（1）学生再次朗读第二小节，画出其中的姓氏，再读一读。

（2）指名学生交流第二小节中出现了哪些姓氏，教师根据学



生的交流情况适时张贴相关卡片：赵、钱、孙、李、周，吴、
郑、王、诸葛、东方、上官、欧阳。

（3）再次打乱顺序，指名学生认一认这些姓氏，并说说自己
的家人或同学有哪些人是这个姓。（微课展示）

（4）鼓励学生说说自己是如何记住这些字形的，在此过程中，
教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鼓励，并渗透一定的识字方法。
如：“赵、钱、孙”都可以用第一小节的汉字组合法来识记；
“周”是半包围结构，里面是“土”加“口”；“王”
是“三”字中间加一竖。

4．了解单姓和复姓。

（1）教师引导学生发现黑板上这些姓氏有什么不同。

（2）指名学生交流，教师：的姓氏中，大部分是一个字，也
有两个字的，如：东方、欧阳、上官等，这样的姓叫复姓。

5．游戏进一步巩固：师出示一张姓氏卡片，班上是这个姓氏
的小朋友站起来，大声说：示例：我姓钱，金钱的钱。

6．朗读并背诵第二小节：生自由朗读第二小节，通过拍手读
感受其中的节奏，练习背诵。

三、适当拓展，激发兴趣

2．学生自主交流，教师根据学生的交流相机板书，拓展学生
的识字量。

板书设计：

1、识字2、姓氏歌

常见姓氏：李、张、胡、吴、徐、许



《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单姓）

诸葛、东方、上官、欧阳（复姓）

寻姓氏工作总结篇四

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姓李。他们常开玩笑说：“我们五百年
前是一家。

1.查阅有关中华姓氏的书籍，阅读报刊，上网浏览，了解李
姓的来源和李姓历史名人。

2.走访有关部门，了解李姓人口和分布情况。

3.通过多种途径，收集李姓名人故事。

信息渠道

涉及的方面

具体内容

书籍、报刊

李姓的来源

李姓的传说李姓的直接来源是商朝官名——大理。外族的改
姓也是来源之一。李姓在唐朝发展为中国第一大姓。

书籍、报刊、教科书

历史上的李姓名人

李耳、李冰、李世民、李白、李清照、李时珍、李自成、李
大钊…… 上网



李姓人口数量

据统计，目前李姓人口总数已超过一亿。

爷爷的讲述

……

李姓的族谱

在福建连城县蓬峰镇的文川，保存着一本90卷之长的李姓族
谱。

1.我国的李姓源远流长，传说东夷组首领皋陶曾任尧帝的大
理官（掌管刑法的官），其子孙以官名为姓，即理氏。商朝
末年，理氏改为李氏。唐朝时，“李”为国姓，从资料中发
现，唐朝开国元勋中，有诸将徐氏、安氏、杜氏、郭氏、麻
氏、鲜于氏等因立功被皇帝赐予李姓。我们认为，大量别的`
姓氏改为李姓，是李姓在唐朝成为第一大性的主要原因，这
也为后来李姓人口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2.在历史长河中李姓人才辈出。有春秋末期思想家李耳，战
国时期水利专家李冰，唐太宗李世民，大诗人李白，北宋女
词人李清照，明朝药物学家李时珍，明末农民军领袖李自成，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我们为李姓祖先创造的辉
煌感到自豪。

3.李姓是当代中国人口最多的姓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姓氏。据统计，李姓人口总数超过一亿。

寻姓氏工作总结篇五

1、诵读《姓氏歌》，了解中国人的传统姓氏文化。培养热爱
祖国文化的情感。



2、通过诵读《姓氏歌》认识生字。

3、学生展示诵读《姓氏歌》的成果。

采用多种方法诵读《姓氏歌》，正确、规范姓氏读法。教学
课时：2课时

一、启发谈话，导入活动

学生讨论交流。

（出示课件：告诉学生，我国的经典诗文有《三字经》《百
家姓》《弟子规》《千字文》《论语》等。

二、诵读汇报：

（出示《百家姓》课件。）

1、集体齐读《百家姓》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冯陈褚卫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何吕施张

孔曹严华金魏陶姜

有多少同学愿意参与都可以，能说多少说多少

三、交流姓氏故事

提示：谁知道中国姓氏的来历呢？其实每一个姓氏背后都有
一个传说。



谁愿意告诉大家，你知道哪一个姓氏的故事呢？

1、同桌商量、准备交流

2、老师引入故事话题

1）教师讲张氏背后的故事吧。

在很久远的过去，皇帝的第五个儿子的儿子挥很聪明，喜好
狩猎，发明了弓箭，被任命为弓正，赐姓张；此外，晋国大
夫解张，字张侯，他的子孙也称为张氏。

张姓氏的名人有：西汉大臣张良；东汉科学家张衡、书法家
张芝和著名医学家张仲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北宋
画家张择端的伟大作品；还有现代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等。

四、游戏活动

1、出示课件，让学生读一读（边拍手边读《姓氏歌》）你姓
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

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

古月胡，口天吴。双口吕，言午许。

三横王，草头黄。立早章。双人徐。

耳东陈，禾木程。中国人，百家姓。

2、介绍自己知道的姓氏

2）开火车，来介绍。

3）同学评一评，谁介绍的好。



4）同学之间交流一下自己知道的有关中国姓氏的一些趣事。

4、观看有关中国《百家姓》的表演唱视频。

5、活动总结：同学们，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流传至今。希
望同学们在以后的课外阅读中，学到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
识。

6、结束语：

大家一起来说：不管我们姓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

第二课时

1、听课文录音，边听边画出要求认识的生字，自由练读。

2、指名朗读句子，注意停顿。

3、播音乐，加动作，自由轻声读课文。

4、按顺序出示词语卡片，齐读课文。

5、指导书写生字

（1）指名朗读，正音。

（2）通过多种方式反复识记生字。

（3）多媒体出示田字格生字“午、古、王”

学生观察思考：这三个字是什么结构？（独体结构）比较其
书写特点。

教师范写，学生描红、临写。



（4）多媒体出示田字格中“李、吴、双”引导学生观察、描
红、临写、扩词

6、知道有感情地朗诵课文。

7、完成课后练习

读读：自由朗读、同桌互读、正音纠错

演演：教师说动物名称，学生做动作

背背：自由练背，积累词语。

（三）布置作业

抄写课后读读记记的词语

背诵课文

板书：姓氏歌

不管我们姓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百家姓。

寻姓氏工作总结篇六

一、文化价值及意义

从基因学、遗传学的角度认同同为炎黄子孙的血脉相连。通
过寻根问祖，既是为祀祖尊宗，求得祖先佑护，也是明白我
们自身，传承祖德、光宗耀祖。我们与祖先血脉相连，祖先
曾经的苦难与辉煌，一定会通过血脉，流传到我们现在。

二、历史价值及意义



作为姓氏文化中的家谱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是记载同宗
同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谱，
它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
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部办公
厅[2001]29号文件）。

三、现实价值及意义

传承华夏文明，推动国学发展，加强对子孙后代的教育，缓
解各种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和谐社会。

千百年来，中华文化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消失，大多都是通过
姓氏家族得以保存，有姓氏而家庭，有家庭而家族，有家族
而形成家族文化与家族精神。一姓有一姓之个性，一家族有
一家族之传统，基因所在，教育所养。姓氏文化乃是中国民
俗传统文化之缩影，在姓氏文化里，我们可以读到政治、经
济、教育、道德，又可以读到祖先之生存状态、处世哲理、
价值观念，还可以读到本族吾民之生灭盛衰、悲欢离合，可
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通过姓
氏文化和敬宗尊祖教育，继承祖先忠贞爱国、为国家为民族
的英勇献身精神，弘扬中华民族崇拜祖宗和孝道为第一人品
思想，维护和发展姓氏文化。

四、经济价值及意义

寻根问祖的姓氏文化有利于增进同姓氏之间的血缘亲情，相
互扶持，守望互助，抚贫济困，发展经济；有利于发展海内
外炎黄子孙的同胞亲情，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投资家乡，
发展地方经济；有利于促进个人、家族、企业、民族的经济
发展。

为什么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一、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简称国学）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它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它是中华几千年可以用文字记载的
历史过程；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以文学、
哲学、诗词等题材为代表的关于思想、心理、教育、天文、
地理、生物、物理、化学、医学、美学、社会学、管理学、
军事学、公共关系学、人际交往学等方面的文化知识。

它们包括了以姓氏文化为代表的民间习俗、以唐诗宋词为代
表的诗词歌赋、以古典名著为代表的文学小说…… 具有代表
性的作品有《百家姓》、《唐诗三百首》、《水浒》、《三
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孝经》、《礼记》、
《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论语》、《道德
经》、《黄帝内经》、《孙子兵法》、《老子》、《孔子》、
《列子》、《孟子》、《荀子》、《墨子》、《吕氏春秋》、
《史记》、《四库全书》、《周易》、《厚黑学》、《易筋
经》、《离骚》、《诗经》、《尚书》、《左氏春秋》等，
是我们养成良好道德品质、孝敬父母，安身立命、成家立业、
为人处事的基础。

我们每一个人总是活存于历史长河中，昨天的你就是今天的
你的历史，今天的你也即将成为明天的你的历史。所以，我
们每个人都不可能背叛历史，彻底的无视自己的过去。中国
传统文化就是一部我们自己的历史，就是一部父辈和祖先们
历经苦难及辉煌的历史。

因此，无论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还是以欧
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都没有最完美、最好的！也没有一种文
明是超然于世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和令人尊
敬的地方！区别的不是文明本身，而是一个人在文明中是否
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的内心世界！

二、文化断层，时代奋进的悲歌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就饱受了东、西方列强的



蹂躏。诸多不平等的条约、残酷的战争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
了无尽的屈辱和灾难，使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也使社会的各阶层对腐败的满清政府彻底绝望。从当时称
之为民族精英的人们来看，大多数都是海外留学生出身（其
中以孙中山为代表），当时日本明治维新作为以西学为代表
的变法成功地刺激着一衣带水的中华大地，使这些中国的民
族精英们对西学推崇倍至。更有甚者提出扬弃传统，全盘西
化。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否定中
国传统文化充分学习和引用西方文化的邯郸学步之路。

其实，一个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
产生，并在自己的土地上扎根，它既有着随社会进步（也包
括了外来文化）发生变化的一面，又有超越历史时空相对稳
定不变的一面。任何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都不是一样的，
变与不变都不是由其自身决定，而是由产生它，需要它的那
块土地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来决定的。

客观的说，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十年间，中国政府和人民取得
的成就是辉煌的。可惜，从57、58年反右、大跃进开始，乃
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华民
族进行一场可怕的逆向淘汰。封闭的中华大地陷入疯狂的自
我摧残之中，大量的知识分子（另人心寒的是这个里面有许
多是抛弃了国外优裕物质生活想方设法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
建设的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民主人士（这个里面有许多是
党做了大量工作留下来参与建设新中国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人士、开明的民族资本家及企业家）、敢于坚持真理的中基
层党员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包括政界、军界和企业界）受到
批判、排斥与否定，被打倒，被剥夺基本的权利，甚至夺取
生命！学校和工厂处于半停课、半停产状态，经济倒退、社
会混乱、百姓困苦，官员流失导致政府职能得不到发挥，大
量的军队干部受到牵连导致军队紊乱，最可怕的是从这个时
候开始，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及有识之士
的信仰危机（本段引自都梁的小说《亮剑》一书）。



文化大革命，砸烂了一切道德、法制，父母、子弟互相斗争，
毁灭了一切科学、知识和经济，败坏中国传统的伦理，导致
的是社会道德的彻底沦丧，导致的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断层，
导致的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沦落，导致的是整个社会及有
识之士的信仰危机。只有“以礼待人，以理服人”，才能净
化一个社会的风气，一个教育、知识系统的师表，决定了一
个文明可能的未来。既没有受过传统教育，又没有受过西方
教育，如果不彻底反省文革的遗毒，所谓的造反、毁坏、谩
骂、放纵、权欲、混乱的言论、思维、行为是一种“文革遗
风”，根本就不知道批判、毁灭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明白
一种体系、一个概念的含义，却论断、处决那个“词语”，
那么，带来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危机。（本段主要引自中
华儒商总商会商会文化之世界之仁政与儒商）

1976这一年间，在内忧外患中，我们伟大的共和国先后失去
三位卓越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也由此引发
了“四人帮”的彻底垮台。从此，中华民族开始走向新生。
当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执政以后，拨乱反正、包产到户、
发展经济等举措使共和国开始逐渐恢复元气。特别是1981年
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经济建设得到飞速发展，农
业、工业、军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人民
的生活水平告别了物质匮乏时期，进入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同步发展的良性发展轨道。

在改革开发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大量的西方先进科学知识
和经济管理知识传入中国，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道德文化和
生活方式，一些低级的观念和思想也随之而来，现代人的道
德品质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迷失
了自我，西方文化终究还是显现出水土不服的另一面。

在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断代，西方文化的
水土不服，社会产生了最大的危机：现代人自我迷失，普遍
没有归属感，没有人生目标，没有信仰！只是单纯的崇拜西
方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环境。尤其是以8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更



是表现突出，生存的哲学就是吃好的、耍好的、用好的、穿
好的！据统计，截至2005年，我国共有裸官（这种被称为裸
官的官员早就以留学、投资等方式把子女和家人送出国）118
万人，同样是截至这一年，共有4000名裸官外逃，共带走
了500亿美元。更有2009年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大
约有930亿美元的资金被有钱阶层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海外，
给本来就脆弱的民族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力。

而今，尤其是党的第四代领导人执政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就
明确了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谐社会，和谐发展的大
政方针。2008年以后，我们国家更是把“清明和端午”两个
民族传统节日定为国家法定休假日，自此，中国传统文化
（国学）的研究和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诚然，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都有权利以是非功过去评价那些
创造历史的伟人，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他们都有
着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国富民强！但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毕竟
是有局限性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
数千年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思想都一直处于封闭
和半封闭的状态。纵观中国历史，数千年来，广大中国老百
姓的生活是非常悲惨的！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在统治阶级和
地主豪绅的压迫下，老百姓只能勉强混个温饱（以杂粮为主，
很少肉食）；要是遇上天灾人祸，百姓们只得吃糠咽菜（野
菜），甚至买儿买女才能苛活。如果是战乱或者朝代更替，
就会有人杀人、人吃人的惨状普遍出现，中国历代尤其是改
朝换代，人口损失均达65%以上（附资料于后）。历史上所谓
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个苦涩的笑话而已！

事实上，中华大地上就从来没出现超过5亿的人口。而今，我
们的华夏大地却生活着超过14亿的人口，物质生活水平大家
有目共睹。汶川地震、以云南为主的西部干旱、玉树地震和
各地区经常性的洪、涝灾害，我们的政府是如何做的，这些
已经过去不久的事实充分的证明了我们的政府是好还是坏。



三、以“至圣先师”孔子为榜样

2500年前，为打破世家大族对知识文化的垄断，以孔子为代
表的 “社会精英”们开始开馆收徒，把知识与文字传授给平
民百姓。

让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一根竹子经过三十余道工序，
分隔成一片片简牍；为了让简牍文字能够长久流传，每片简
牍打磨得非常光滑坚硬；还需要在竹简中打孔，以便让竹简
串连成篇；每片竹简上最多写十二个字（一打，指一个竹简
的一次打孔），最少写五个字，竹片坚硬，每片竹片上刻完
字，需要一个壮汉工作半天；其中有一笔刻错，竹片就需要
废弃或者重新打磨。

想想看，一部十万字的著作需要砍尽一个山的竹子制作竹简。
想想看，知识与文字是多么地昂贵与奢侈，也惟有富裕的世
家大族才能专享。然而，惟有“至圣先师”他不愿把知识与
文字作为自己的特权，他打破了知识的壁垒，把文明的火种
传播给黎民，每当想到此情此景，忍不住让我们涕泪交加，
五体投地。“千古第一师”的名号，惟我“至圣先师”配享，
他是天下读书人的第一师长，只要你识字，圣人即汝师。

知识与文化的本质就是冲破一切禁锢，追求真理的本质，将
知识传播给大众，将事实的真相告诉给每家每户的黎民百姓。
“至圣先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丰碑，为我们奠定了文明的
基石，他绝不会要求我们后人把他当作不可逾越的障碍，当
作新的文化壁垒，当作新的枷锁，这决不是“至圣先师”传
播知识的本意。

二千五百多年过去了，时光流逝，当时的生产环境和生活状
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圣先师”所说的理论，时过境
迁，不见得百分之百正确。我想，我们否定、革新、更
正“至圣先师”的部分理论，绝不是对“至圣先师”人格的
否定。相反这种行为正是体现了真知的行为：打破一切可锁，



追求知识的进步、真理的本相，这正是„至圣先师‟教导我们
的。

如今，一部十余万字的书，印刷机开动数小时，就可以印出
上千册，这是个知识快速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
新的圣人。我们后人缅怀“至圣先师”的伟业，我们的职责
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透过黑沉沉的夜色，眺望前
方。“至圣先师”为我们奠定了文明的第一块基石，我们后
人的责任是：踏过第一块基石，在此基础上添砖加瓦，一节
节，一层层，建立我们文明的巍峨大厦，我们享受圣人普及
知识的光辉，为这个文明添砖加瓦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和
义务。虽然中华传统文化沦落了，但这是一个有别于数千年
历史的时代——--“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百花
齐放！”中国中央政府已经明确了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和谐社会，和谐发展的大政方针。因此，中华传统文化的传
播和推广无不和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息息相关，对于众多的
知识分子和国学专家而言，知识不应该只是供奉在书斋里，
也不应该只是在固定的文化圈里探讨、传播，甚至孤芳自赏，
自得其乐。而是充分学习和领悟“至圣先师”孔子的精神，
把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知识传授
给广大的普通黎民百姓、青年及学生。

寻姓氏工作总结篇七

我们班有三个同学姓文，一下课我们就聚在一起开玩
笑：“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吧！”可是，在闲聊中，我们都
对文姓的历史来源、文姓的历史人物，还有许多文姓资料并
不了解，为此，我们进行了一次有关文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
究调查。

1.查阅有关百家姓的书籍，阅读报刊，上网查询，了解文姓
的来源和文姓的历史名人。

2.询问家长，了解文姓人口的分布情况。



3.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文姓的名人故事。

经过对调查情况的整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我国的文姓历史悠久，可追溯至周朝的周文王姬昌，传说
他的支庶子孙以他的谥号“文”为姓氏，始称文姓。战国时，
文氏族人迁于江淮一带。西汉至三国时期，居住在河南的文
氏，主要分布在开封、南阳、永城、固始等地。固始县东南
有文氏古城遗址，出土有汉代文物，传为文氏族人世居之地。
唐代以后，文氏在全国分布较为广泛，并盛于山西和江南。

2.在历史长河中，文姓人才济济，有辅助朝廷的贤臣，有抗
敌的民族英雄，还有书画家、小说家、政治家等等。浏览着
文姓的人才榜，我不禁为文姓祖先创造的成就和辉煌而感到
自豪。

[点 评] 小作者对自己的姓氏做了一个调查，这是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也是一件很有文化含量的事。中国的姓氏大多有
久远的历史，它们的形成牵涉到古代的社会形态的演变和制
度、典章等的形成，具有很高的历史与文化含量。小学生做
这样的调查并不轻松，对史料史实的理解也会很吃力，但这
却是值得去做的尝试。因为你由此不仅了解了自己的祖先、
家庭和历史，更由此进入了中国的历史。你的眼界会由此而
扩大，你的视点也会由此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