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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
教育传承的必要性和途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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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活态性等特征，又被称之为无形文化遗产。非遗不仅是对历史的记载，
也是对历史的见证，对民族文化与精神进行传承，但是，目前非遗正在遭到破坏，逐渐的在消失，对非遗进行
保护的同时还要进行传承，在社会发展、高校教育中，都要加大保护、传承的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开
展科学的教育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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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全球化发展形式，逐渐的
对西方思想文化进行了引进，中、西方文化在交流的
过程中出现了碰撞，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非物质文
化遗产突出了自身的价值，在高校的教育教学中更加
注重了学生的文化教育，构建非遗的教学体系，能够
在学生时期就受到我国的传统文化熏陶，既对其进行
了传承，又促进学生的未来发展。
一、地方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

必要性
（一）  对非遗传承教育的使命

我国是非遗资源种类丰富的大国，由于地域的差
异，非遗自然存在着不同，大多数的地区非遗正在逐
渐的被遗忘，甚至严重的已经消亡。为此，要对非遗
的教育传承高度重视，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正确的措
施，对非遗进行保护是首要的任务，对其进行了保护，
才能进一步的进行传承与教育，在高校的教育中对学
生进行教育，促进高校非遗教育的发展 [1]。地方高校
是各个区域的重要教育中心，不仅对文化进行传承教
育，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对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
为非遗教育构建体系，是地方高校对非遗教育传承的
重要使命。

（二）地方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中的优势
在高校的教育中开展非遗教学，使非遗借助高校

的平台，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进行传承与教育，
是目前重要的教育使命。对此，我国相关部门也召开
了相关会议，明确非遗正式的进入了我国的教育体系
中，以地方高校为发展平台，以非遗教育传承为办学
的宗旨，而地方高校的教师也成为了非遗教育的主要
主体 [2]。在地方高校的教育教学中，把师资力量与非遗
资源进行结合，能够对非遗进行保护与传承，对学生
的思维进行正确的指导，开展非遗相关的科学研究或
创新研究，为学生学习提供了理论与实践过程的保证，
突出了地方高校在非遗传承中自身所具备的优势。
（三）  注重人才培养

在地方高校的教育中，要对非遗教育积极的开展
教育活动，能够让学生积极的参与到非遗教育中，让
学生对我国传统非遗文化及民族精神进行学习，能够
对我国的发展及民族精神感觉到自豪，增强学生文化
自信，能够在思想上对学生起到积极的影响，为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更加有助于对非遗的传承与教
育，帮助学生对个人的人格魅力进行修养，提高学生
的审美能力，在学生及生活中具有追求精神与态度，
锻造人格魅力 [3]。与此同时，还能够对学生的创新能
力进行培养，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发掘学生的潜能，
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全面的提升，最终促进了非遗
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对地方高校的人才注重了培养，
确保人才的质量。

二、地方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
途径

（一）  构建运行机制，为非遗提供保障
在地方高校的教育中，对非遗构建运行机制，能

够为非遗教育传承提供保障，相关部门对非遗教育越
来越重视，加大了管理力度，并且在政策上给予了大
力的支持，对于建设经费的合理分配使用，也成为了
对教师考核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学生对非遗进行学习，
在日常的教育与管理过程中，要进行及时的监督与管
理，对学生的非遗教育实践为主要教学项目进行有效
的开展，并且在资源上加大人员管理，对各项工作与
职责进行明确，确保运行机制的安全与稳定。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结合课外活动，延伸非

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平台
大学时期是学生形成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主要阶段，

同时也是培养学生文化自信，提升学生弘扬和传承民
族精神的关键时期。通过多样化的校园宣传营造非物
质文化遗产文化氛围，将具有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融入到校园微博、网站和广播中，努力营造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播环境，让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让非
物质文化进入到日常生活中，学生学会主动传承和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久远的古老
文化和精神根源，累积民族独特的思维，维持着民族
文明。因此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使命，
需要保护其特殊含义，让其在不失传统的前提下，创
新发展。
（三）  对非遗加强保护

为了能够在地方高校的教育中，对非遗更好的传
承与教育，必须采取正确的保护操作，加强保护工作，
才能够确保非遗不受到破坏，首先，是让学生能够对
祖国的发展深入地了解，对学生的爱国意识进行培养 ；
其次，对历史文化进行教育，熏陶学生的思想，能够
对学生的素质进行提高，培养学生的文化品位 ；最后，
在非遗的教育中，能够把高校平台作用进行最大程度
的发挥，对我国的非遗进行保护 [4]，对地域文化突出的
非遗项目进行重点保护。在高校的教育中，在学生的
学习中开展非遗教育传承、非遗文化普及，采取正确
的教学措施，承担起高校对非遗传承教育的责任与使
命，并且在传承教育的同时突出地方高校自身的特色
文化魅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的教育教学中对非遗进行传承，
是目前高校的教学使命，能够在学生时代就对民族文
化、精神进行传承，加强非遗的保护与管理，对其进
行传承与创新，同时，高校要担负起自身的教学任务，
促进非遗的传承，为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与思想，促
进非遗的持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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