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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作为精神层面的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让大学生真正认知到、体悟到,在实践中是比

较困难的,这就需要借助政治情境的陶冶。

1  培育高校大学生"四个自信"的重要性

要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久不衰,教育起到相当大的作

用。当代高校大学生"四个自信"教育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指导思想,坚定了当代高校大学生群体的民族自信心,这对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实现毫无疑问地具有着深远的影响。当代社会网络发

达,使得大学生能更快速精准的查找资料和学习,与此同时对于信

息的辨别能力的要求也相对提高。当代新生代青年,他们对信息

的辨别能力较弱,对抹黑中国共产党的不实言论,诋毁英雄,言论

资敌的相关言论抵制能力较差。

增强高校大学生的"四个自信",使他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

的基本原理去辩证的看待生活中的困惑,引导我们判断是非善恶,

明确行为选择。端正内心正反两事的天枰,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大学生的思想和言论经常成为舆论方向的主

导,成为大众批判事物的标杆。倘若当代高校大学生轻信错误的

言论,会阻碍自身的健康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局限,造成不良的社会

风气及影响后果。

在高校教育者成面,由于高校的师资力量、培养方向等因素

存在着差异,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各个高校对当代大学生"四个

自信"教育的重视度都不相同。高校部分教师对"四个自信"教

育的理解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目前存在着部分教育者对"四个自

信"教育的认识不是特别的充分。再者,其中极少部分教育者对

"四个自信"教育的理解仅仅停留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最基本的概念层面,没有对"四个自信"的深刻

内涵进行挖掘。

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在学生成面,学生作为受教育的主题,应

该从根本上自发受"四个自信"引导,但是由于受当今社会价值

多元化的影响,少数大学生对"四个自信"的认同感有待于进一

步增强，增强对相关政策的认同感。

2  藏羌彝传统文化

藏羌彝传统文化是对我国藏族、羌族、彝族传统文化表现

的合称。藏羌彝传统文化也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藏羌彝传统

文化是藏羌彝地区人民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汲取地方文化习

俗、生活方式等特色元素所创造出的工艺技艺、文化场馆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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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文化源于藏区,由于藏区环境恶劣,藏区人民都养成了坚

韧的性格,这样的性格使得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藏区人民

更加团结,造成了互相交融并存的原生态文化。在近几年的藏族

文化保护策略中,建立民族民俗博物馆、加强宣传、民族文化遗

产保护与开发等。在传承中,传承过程中突出民族饰品旅游资源

的特色,打造藏区文化的特有品牌。有的学者深入研究了藏族绘

画艺术,多以宗教文化为载体,在近几年多有藏画展览。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羌族历史悠久。羌族的主要

民居建筑是羌碉,为了防御官军征伐,使得同时具有民用和防御功

能。从清代以后,木结构房屋逐步流行,变为屋顶呈人字形,底层

砌石墙的吊脚楼。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羌族地区的年轻人不再承

袭传统文化,造成了羌族村寨正逐步瓦解。四川作为羌族文化的

主要根据地,在"5.12"地震后,北川及羌族文化被破坏的伤痕累

累,之后在地震灾后重建中,进行了一些较为成功的实践去保护和

传承羌族非物质文化,多项羌族民间文化项目被国家、省、市、县

列为"非遗"保护项目。

在各种节日,彝族人民都用他们善长的歌舞来抒发情绪,表达

自己的精神文化。彝族神话、传说、史诗、民间故事、歌谣等"

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内容,得到了相应保护、传承,

以及开发运用。上述内容涉猎广泛,但视角不一,对藏羌彝传统文

化做了研究探讨。

3  高校艺术教育与藏羌彝之间的关系

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对传统文化的发展越来越看重,高校和

文化教育相关部门对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接受教育做出重

点建设。因此各高校分别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展开了多种形式

的宣传与促进活动。

藏羌彝传统文化是藏、羌、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

的积累成果，它的实践劳动活动成为了很好的实践教育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节奏都很快,大多

数人的精神状态通常是冲动的，通过发展学生的传统文化状

况，大学可以让学生体验劳动实践的痛苦和快乐，并在增强内

心平静的同时发展实践能力，这使人们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锻炼了动手能力。

第二、藏、羌、彝族人民在长期劳动生活中创作出来特

殊技艺,高校学生可以通过技能技艺学习,领会其独特他们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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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图，展览，文化形式。这种独特的实干、坚持和认真

负责的工匠精神,正是当下高校学生所匮乏的。

第三,藏羌彝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审美教育功能,其文化形式

丰富,色彩鲜明艳丽的外在表现。了解和学习我们的这些活动形

式可以激发大学生的审美偏好，并从美学到美的表现，巧妙地

完成审美教育。这些文化形式的传承性拥有再创作的可能性，

学习这些文化形式，可以激发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拥有教育美育

的实践意义。

传统文化是"四个自信"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

信是建立在源远流长、历史感浓厚的传统文化上的自信。传播藏

羌彝传统文化,讲解和弘扬文化内存的强大能量,加大对高校学生

的传统文化输入,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兴趣感。从学生接受成面

上,增强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文化产业中的渗透与影响,提高对传统

文化的兴趣和热爱，,激发华夏儿女的归属感,由此出现对增强高

校大学生的"四个自信"好的效果。相辅相成,在加大对大学生"

四个自信"的培育力度的同时,能使他们逐步从心灵深处自觉认

同藏羌彝地区传统文化,拥有坚定的信念去传承和发展文化。藏

羌彝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培育大学生"四个自信"是一个良性互动

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大学生"四个自信"培育

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作用。措施:政府:提供政策保

障,对人、财、物等资源进行统筹安排。高校:第一、通过校报、

宣传橱窗、广播台这些富有校园特色的宣传方式,充分展示藏羌

彝传统文化。第二、借助互联网，微博，公众微信和有趣的回答

方法，以新媒体为平台。第三、通过展演活动,举办藏羌彝传统

手工艺与服饰绘画展览,民族歌舞表演以及舞台剧。例如,具有彝

族特征的语言表演内容被整合到现代音乐戏剧表演中。将神话，

传说，史诗，民间故事和民谣融入学生感兴趣的表演中，营造出

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的视觉盛宴。第四，我们提供相关的教育

课程，以满足不同专业的教育需求。根据与您专业的密切程

度，我们可以提供相关的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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