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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4C）——国际生类

n 大赛类别设计——科学性、专业性、规范性

n 明晰作品投稿类别和界定作品参赛边界

n 软件应用与开发
n 微课与教学辅助
n 物联网应用
n 大数据应用
n 人工智能应用
n 信息可视化设计
n 数字媒体类
n 计算机音乐创作 

• 本大类作品应用于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包括中国国内的来华留
学生汉语教学、国际上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海外华人社
区中的学龄和学龄前华裔子弟的华文教育。

• 本大类仅面向全国高校招收注册的在籍本科国际生（即来华留
学本科生）。参赛作品的队员应全部为在籍本科国际生。若参
赛作品有任何一名作者是中国国籍学生（持中国身份证或港澳
台证件的学生属于中国国籍学生），则该作品不得参加本大类；
属于本大类的作品，可以参加第1～10类的竞赛，但不得在4C
大赛内一稿多投。



2024年4C国际生类作品主题——汉学

n  主题：汉学

n  社会科学范畴——时间线——中国古代文化（至1911年）

    社会科学：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种种社会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它是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
科学，比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政治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
    涵盖的学科：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人类学、
民俗学、新闻学、传播学等。
   社会科学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制定政策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



主题：汉学——中国古代文化（至1911年）n  

n  中国古代文化概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就
n  

中国古代文化杰出学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科技文化和精神文化n  

中国古代文化杰出著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

n  

2024年4C国际生类作品主题——汉学

中国古代文化典故与文化习俗：弘扬传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和民俗文化

备注：
• 主题解读中涉及的文化成就、文化著作、杰出学者、文化典故与文化习俗，
仅仅是案例讲解，作品创作不局限于本课件中所讲解的案例。

• 作品内容严格限定在中国古代文明成就（至1911年）。



主题：中国古代文化概述——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n  

n  古代汉学发展史：古代、中古代、近代（1911年前）

n  古代：《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论语》

n  中古代：《后汉书》《三国志》《水经注》《文心雕龙》《世说新语》

n  近代： 清朝乾隆年间，汉学进入发展期，以法国为中心的传统汉学（Sinology）兴起，崇尚中

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同

时，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中国学）也开始兴起，这一派的汉学以现实

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

教育等一切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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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古代文化概述——中国古代文化范畴n  

n  经学研究：经学是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对《五经》等经典文献的解读、注释和研究。

n  史学研究：包括对古代历史文献的研究以及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分析和解读，如《史记》《资治通鉴》等。

n  古代文学研究：包括对古代诗词、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的解读和研究，如《诗经》《赵氏孤儿》等。

n  哲学思想研究：涵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不同哲学流派的研究，如《论语》《老子》等。

n  语言学研究：对古代汉语语法、词汇、发音等方面的研究，如《说文解字》等。

n  考古学与文物研究： 对古代文物、遗址、器物等的挖掘和研究，以还原古代社会的生活、文化和技术。

n  古代科技与医学研究：对古代科技、医学知识的研究，如《黄帝内经》等医学典籍。

n  艺术研究：对古代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研究，如《画史通论》等。

n  法律制度研究：对古代法律文献和法律制度的研究，如《汉魏六朝法制史》等。

n  民俗学与节令习俗研究：研究古代民间习俗、传统节令、宗教仪式等方面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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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古代文化杰出著作n  

n  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

n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著作，由司马迁（前145年－前86年）撰写，成书于公元前109年至公元前

91年之间。这部著作分为十二卷，共一百三十篇，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通史，分为纪、本纪、表、书等不同的篇章。

其中“纪”是史记的主体，记载了自黄帝到西汉初年的历史。而“本纪”则主要是记载各个朝代的君主事迹。

n   《史记》以其严谨的史学方法和较为客观的态度著称。每篇文献都力求真实客观，同时具有鲜明的史家观点。其中

最著名的包括“本纪”中的《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等，以及“列传”中的《淮阴侯列传》《韩信屈原列传》

等。这些篇章中详细记述了历史人物、事件和背后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史记》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

了深远影响，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奉为楷模。它不仅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通史撰写提供了范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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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古代文化杰出著作n  

n  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n  《说文解字》由东汉末年的学者许慎（约公元58年－147年）编纂。这部字典以解释字形、字义为主要内容，是对

当时汉字的首次系统性梳理。《说文解字》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说文”、下卷为“解字”。其中，“说文”

是对字形的解释，以篆书字形为主，对每个字形进行了详细的解说；“解字”则是对字义的解释，以部首为序，

按韵母次序排列。

n  《说文解字》对后来的汉字学研究和字书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康熙字典》《辞海》等，都在一定程度上

借鉴了《说文解字》的编纂经验。《说文解字》在古代汉字学研究上有着独特的贡献，为后来汉字学的规范化、

系统化发展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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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古代文化杰出著作n  

n  文学著作——《百家姓》——中国古代族谱文学的代表之一

n  《百家姓》以“百家”为名，实际上并未完整收录百家姓，而是以“百家”表示众多的姓氏。每一个姓氏的介绍

都较为简短，主要涵盖姓氏的起源、典故、历史人物等内容。其中，有些姓氏的介绍还带有讲故事的口吻，增添

了趣味性。

n  《百家姓》在中国古代起到了重要的族谱编纂和姓氏传承的作用。这部作品通过简要的文字介绍，为人们提供了

对自家姓氏的认知和了解，成为了家族史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后来的姓氏研究提供了初步资料，

也为姓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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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古代文化杰出著作n  

n  文学著作——《红楼梦》——中国古典小说代表之一

n   曹雪芹生于清代康熙年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小说家之一。他是一个爱好文学、具有深厚文学素养的才子，

但生活境遇不佳。曹雪芹在其一生中多次遭遇家族变故、社会动荡等困境，他在创作《红楼梦》时，将自己的情

感、遭遇以及对封建社会的理解融入小说之中。

n  《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丰满立体，其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他们的

性格和遭遇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红楼梦》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深刻的人物刻画被誉为中国小说的巅峰

之作。小说中融入了大量的诗词、歌谣和对古典文学的引用，语言优美，思想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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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古代文化杰出学者n  

n  黄宗羲——《明儒学案》

n  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仲良，号太原。他是中国明末清初的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

哲学家，被誉为明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明儒学案》成书于17世纪中期，当时明朝正面临内忧外患、社会动荡

的局面。黄宗羲生活在这一时期，深受时局影响，他通过《明儒学案》表达了对时局问题的关切，并提出了一系

列的学术观点和建议。

n  《明儒学案》主要分为上、中、下三篇，涵盖了多个领域的学术观点。其中，上篇主要探讨了儒家学说的演变与

变革，对先秦时期儒家经典的解读，提出了一系列修正与反思。中篇主要阐述了黄宗羲的历史观，强调了历史的

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下篇则涉及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包括对当时社会制度和政治风气的批判以及对个体自由的

呼吁。《明儒学案》为清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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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古代文化杰出学者n  

n  贾思勰——《齐民要术》

n  贾思勰，字文宝，北魏时期人，他是一位卓越的农学家，同时也是政治家、经学家。《齐民要术》是贾思勰终生

农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主要内容包括耕作、播种、肥料、水利、养蚕、养鱼、果树栽培等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

共计120篇，是北宋时期一部重要的农书。此书成书的背景是为了总结和推广农业生产的经验，提高农民的生产水

平，以应对当时社会的农业发展需求。

n  《齐民要术》对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贾思勰通过系统整理和总结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经验，提

出了一些实用的农事方法，为中国古代农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宝贵的指导，被后来的农学家所

重视和继承，它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实用的指导，也为中国农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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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古代文化典故与文化习俗——中国古代文化典故n  

n  文化典故——卧薪尝胆

n  出自西汉时期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原意指越王勾践战败后以柴草卧铺，并经常

舔尝苦胆，以时时警惕自己不忘所受苦难的故事

n   这个成语后来被引申为表达为了达成伟大目标愿意付出艰辛和牺牲的决心，也常用来形容为了实现目标而进行顽

强努力的精神状态。 "卧薪尝胆"这个典故也在文学作品中被广泛引用，成为表达坚韧不拔、不怕困难的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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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古代文化典故与文化习俗——中国古代文化典故n  

n  历史典故——刻舟求剑

n  “刻舟求剑”是一个寓言故事演化而成的成语，出自《吕氏春秋·察今》。故事讲述有人

坐船渡江，船到江心时宝剑掉入水中。当他发现剑不见后便在船上刻下剑落水的位置。

等船靠岸后，那人立即在船上刻有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取掉落的宝剑。然而，船一直

在行进，但宝剑却沉入了水底，不会随船移动，那怎能找到宝剑呢？

n  “刻舟求剑”寓意为人们因为固步自封，对事物的认知停留在某一时刻，而无法顺应变化，进而导致错误的行为。

这个典故批判了人们过于固守已有观念，不愿接受新事物和变化的心态。常被引申为对于守旧、不思进取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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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古代文化典故与文化习俗——中国古代文化习俗1n  

n  农业    二十四节气在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农民通过节气来安排种植、
收割、灌溉等农事活动，使农业生产与自然气候更好地相适应。

n  天文    古代中国天文学家通过观测恒星、行星等天体运动，建立了详细的天文学
知识体系。

n  医学    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与汉学有密切联系。中医理论中包括了关于季节、气
候和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如四时养生、针灸疗法等。

n  历法    古代中国通过汉学的知识编制了多种历法，例如夏历、秦历、汉历等。这
些历法为社会生活、宗教活动和政治管理提供了时间参照。

n  科技    汉学的知识被应用于水利工程。古代中国建造了许多水利工程，如灌溉系
统、水坝、运河等，这些工程在农业和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4年4C国际生类作品主题——汉学



n  

n  春节    与击败传说中的“年兽”有关，春节代表新的开始和希望，庆祝春节是为了祈求
新年的平安、幸福，象征着除旧布新，万象更新。

n  清明节    清明节是缅怀先人、悼念逝者的日子，体现对逝去亲人的尊重和怀念，也是追
思先辈的时刻。

n  端午节    端午节具有消灾防疫的寓意，同时也是为了纪念屈原的爱国节操。吃粽子和赛
龙舟有驱邪避瘟的传统。

n  中秋节    中秋节代表团圆和感恩。赏月、吃月饼，家人团聚，寓意着家庭和睦、团结和
幸福。

n  重阳节    重阳节是为老人庆寿、祈福的时刻。登高赏景、赏菊花体现对长寿、健康和美
好生活的向往。

n  元宵节    元宵节代表着圆满和团圆。吃元宵、观赏花灯，象征着家庭团聚和幸福安康。

n  七夕节    七夕节代表着爱情和美好姻缘。牛郎织女的传说寓意着真挚的爱情能够克服一
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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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古代文化典故与文化习俗——中国古代文化习俗2



主题：汉学——中国古代文化（至1911年）n  

n  中国古代文化概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就

n  

中国古代文化杰出学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科技文化和精神文化n  

中国古代文化杰出著作：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典籍

n  

n  内容严格限定在中国古代文明成就（至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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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典故与文化习俗：弘扬传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和民俗文化



期待同学们创作出更多 
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