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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入校兼职任教的需求与意义
——基于师生对非遗认知度与态度的调查分析

方丽霞　程文慧

（衢州学院，浙江 衢州 324000）

摘要：非遗传承人进校园任教是促进“非遗进校园”政策落地生花的重要举措，本研究针对杭州市余杭区、金华市婺城区、衢州市

开化县三个地区开展师生对“非遗进校园”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学生群体对非遗传承人进校园的态度等多方位调研，同时分析非遗传承

人入校兼职任教的意义，认为应加大学校支持力度，改善非遗传承人的发展环境，对非遗传承人进行科学管理以及对非遗传承人进行动

态的规范化考核，以此促进非遗文化传承，并帮助非遗传承人探寻更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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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样本的确定

通过查阅浙江省各市的《2021 统计年鉴》，综合考虑经济发

展情况，调查组选取了三个具有一定梯度代表性的县、区作为调

查地域范围，分别为衢州市开化县、金华市婺城区以及杭州市余

杭区。

在非遗进校园的大背景下，为探寻非遗传承人入校兼职任

教的需求与意义，最终选择主体人群教师和学生作为相关问卷的

调 查对象。根据各县市区总人数比，将对应学生和老师以比例

13.16％和 14.02％，34.76％和 34.24％，52.08％和 51.74％进行发

放问卷（表 1、2）。最终共计发放问卷 1300 份，回收并统计有

效问卷 1000 份，有效率达到 76.9％。

表 1 各县、区学生抽样分配表

表 2 各县、区教师抽样分配表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三地师生群体对“非遗进校园”认知现状的分析

1. 教师群体对非 遗文化的了解程度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教师群体对非遗了解程度一般，其中了解程

度达到比较了解及以上程度的教师群体仅占 44%；14% 的教师不

太了解非遗相关知识；2% 的教师完全不了解。

2. 学生群体对非遗文化的了解程度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 22% 的学生比较了解非遗相关知识；10% 的

学生完全不了解，从未接触过有关知识或活动；没有学生非常了

解非遗相关知识，可见学生群体对非遗的认知处于较低水平。

图 1 教师群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

图 2 学生群体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

（二）三地师生群体对“非遗进校园”接受现状的分析

1. 师生群体对非遗文化感兴趣情况的分析

关于非遗进校园相关活动，大部分师生群体都展现出了较高

的兴趣，其中有 33.1％的师生抱着中立的态度。可见，师生对非

遗进校园的接受度呈现比较理想状态。

图 3 师生对“非遗进校园”相关活动感兴趣情况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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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师生群体对“非遗进校园”相关活动参与度的分析

关于非遗进校园相关活动，大多数师生对其的自愿参与程度

比较高，其中 36% 的师生保持折中态度，这其中大部分人表示更

倾向于视情况参与。数据显示，非遗进校园相关活动的开展还是

可以得到相当一部分师生的支持，活动的参与度较高，但仍旧留

有一定的进步空间。

图 4 师生群体对“非遗进校园”相关活动参与度分析

（三）三地学生群体 对非遗传承人进校园的态度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69% 的学生非常愿意通过沉浸式的体验活动

感受非遗文化，少部分学生对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持怀疑否定态度，

认为只是昙花一现，治标不治本。

 图 5  学生群体对非遗传承人进校园的态度分析

三、非遗传承人入校兼职任教的意义分析

（一）非遗传承人的发展路径得以拓宽

非遗传承人相比普通教师的优势在于他们拥有更专业的非遗

知识和技能，更有利于沉浸式教学活动的开展和组织，能让学生

感受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

能有效提升非遗传承人的幸福感指数，为他们的发展路径提供新

的可能。通过兼职任教，能让广大青年学生零距离感受优秀传统

文化魅力，进一步吸引更多有兴趣有能力的新星加入到非遗传承

工作中来。

（二）非遗传承人老龄化现象得以改善

非遗传承人“老龄化”现象突出，很多工匠、技艺正面临了

失传的危机。我们亟须吸引更多的青年来传承和发扬我们的优秀

传统文化。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大学生对非遗文化都表现出较高

的兴趣。非遗传承人入校任教既是对传承人自身的一次机遇与挑

战，也是从根本上解决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的良策。

（三）“非遗进校园”政策得以反向促进 

非遗进校园活动已开展了几年，一开始以普及为先导，由于

活动开展的时间局限性以及不深入性，进而造成了师生群体特别

是学生群体对非遗文化了解的不深入和不全面。为了解决这样的

现状，亟须非遗传承人的队伍进一步发展，通过改善年龄结构、

改善传承方式等，基本实现让非遗传承人为学生群体提供理论教

学指导的目标，以实现“非遗进校园”政策的推进和非遗传承人

的发展双重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一）学校提供硬件和软件的支持

学校是推动非遗进校园进程的重要的力量，不仅要在推动文

化传承上发挥好作用，也要保障技艺传承的顺利推进。通过制订

和研发相关教材、科学安排非遗知识课程以及合理安排相关知识

考核等方式，有力促进非遗文化真正进校园、进课堂。在技艺传

承方面，学校可以通过搭建非遗实践基地、订购相关非遗教具、

合理安排非遗实践课程等方式，积极推动非遗教育作为一门实践

之学在学校传播。

（二）改善非遗传承人的发展环境

为了壮大非遗传承人队伍和增强传承力量，我们需加大支持

力度，包括加大对相关活动项目资金投入的经济支持、技术支持

以及引进相关管理或是专业力量的人才支持等等；同时，相关教

育和文化部门也要积极承担和发挥相应作用，为不同地区、学校

的不同非遗文化搭建交流平台，促进非遗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和

地区非遗文化的传播交流，同时拓宽师生对非遗文化的认识面。

（三）对非遗传承人进行科学管理

通过调查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目前非遗传承人的年龄结构呈

现老龄化趋势。相对于年轻化的非遗传承人来说，偏老龄化的非

遗传承人技巧更高超也具有更多经验。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

充分挖掘并发挥非遗传承人中不同群体的优势，选择年轻化的非

遗传承人来传授理论知识即充分发挥文化传承的作用，更深入挖

掘非遗文化的育人功能；而对于表达力不够强的高龄非遗传承人，

可以向学生传授自己更擅长的实践指导即充分发挥技艺传承的作

用。如此，在推进非遗文化走进课堂、课本的同时，重视非遗文

化的技艺传承，从而进一步直接推动非遗进校园活动的进程。

（四）对非遗传承人进行动态考核

改善传承人年龄结构、发展传承方式、改进传承人申请制度

以及壮大传承人队伍是我们所追求的，改进对传承人的激励和支

持机制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降低非遗传承人的准

入门槛，也不是说一昧地追求数量的增加。建议对国家级、省级、

市级、县级非遗传承人进行有针对性的考核，可以把指导教学成果，

抑或把是个人成果等作为考核的标准，促使非遗人的准入门槛改

善、传承质量提高，促进非遗传承人内部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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