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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基于“一带一路”的视角 

朱大伦 

（南昌工学院） 

 
“一带一路”倡议中，文化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传

统文化更是搭建经济合作的文化桥梁，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一
带一路”沿线重点建设区，理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并积极参与
其中，可见，做好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是题中之意。而人才的培养
主要靠教育，因此，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进行中国传统文化
教育意义重大。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视角，结合实际情况
分析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1.“一带一路”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 
“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具有鲜明特色的

文化标识，在推进文化先行、激发文化软实力影响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一方面，借助文化融通，化开误解，促进交流，深
化沿线国家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认知，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地
区)人民提供文化交流互鉴、融合创新的平台，增进了中国与沿
线国家(地区)的信任与合作；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安上一双翅膀，让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
世价值的文化营养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2.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越来越意识到人才
对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人才的培养和文化观念的转变要依靠教
育来落实。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提升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提高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自信，增强“一带一路”倡议中文化
的融通性。可见，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内在需求。  

3.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需要 
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和民族基因，植

根于中国人民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
方式。当代大学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强化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不仅能够帮助大学生深入认识和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还能够帮助他们在优秀文化的深厚浸润中学会做事做
人，学会成人成才，扛起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重任。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可行性 
1.“一带一路”建设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战略部署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显示，从路线布局

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三条线路穿越新疆、内蒙古、宁夏，
以及甘肃、青海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海上丝绸之路”则穿越广
西壮族自治区、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涵盖了中国绝
大多数少数民族族类和群体，可见，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是“一
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区。“一带一路”战略构筑了少数民族地区
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产能合作、产业发
展和反贫困战略的实施；反过来，少数民族地区又为“一带一
路”战略实施提供了经济、能源的保障和支撑。从“一带一路”
建设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战略部署来看，“一带一路”有望致富沿
线少数民族地区，而沿线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迫在眉睫。因而，“一
带一路”建设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互生互利、相辅相成的关
系。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普世性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当代世界文明进程
中体现出广泛而深刻的普世性价值。如“人性本善”“以和为贵”

“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等传统思想集中体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
大同的时代价值；再如《论语中》对君子的界定“君子义以为
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还强调“不
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义利观等。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和思想所具有的普世性价值，在形成思想共识、汇聚精神力量、
引领社会风尚、繁荣历史文化等方面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和世界文明作出了新的贡献。 

3.少数民族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可行性路径 
第一，优化教育评价体系，将少数民族大学生传统文化素

养纳入教育评价体系。作为教育组成部分的教育评价体系，不能
不考虑文化素养因素，民族类院校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
应将文化素养尤其是传统文化素养纳入到教育评价体系中去，以
一个更开放、更合理的评价体系来引领少数民族人才培养。 

第二，突出教育重点，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教育。
当下学生普遍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
曲等问题，且受到网络的冲击，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对中华民族
的认同日渐淡化。因此要加强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教育，依托
课堂教学和校园文化载体，把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校园文化活动
中，融入学生学习生活方方面面中，做到走进教材、走进课堂、
走进生活。 

第三，坚持知行合一，积极开展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
结合传统文化的内容，紧扣少数民族大学生特点，打造传统与
现代相融合的校园环境，搭建传统文化教育的外在环境平台，
充分发挥校园媒介的功能，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宣传活动，
通过实践活动寓教于乐，让学生充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第四，开发校本资源，编写传统文化教材纳入课程体系。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结合当地和校本实际情况，挖掘
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资源，尝试编写适合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教
材，在体现文化多元，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加厚文化底蕴，
提升文化素养。 

第五，依托网络载体，丰富传统文化学习的内容和形式。
在教学中，积极变革传统的讲座式、课堂式知识传递模式，充
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的优势，让历史的、静止的传统文化内
容通过互联网载体平台变得鲜活、动态，贴近生活实际，变成
喜闻乐见的知识分享模式，突出传统文化教育和实践的参与性、
互动性，通过多元多样的形式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热爱和关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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