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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以苗族剪纸艺术为例

陆虹霞

（怀化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摘要：我国的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艺术瑰宝，代

表了中华民族时至今日的历史成就。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

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苗族剪纸被称为“花枝”或“剪花”，其

裁剪工艺与汉族或其它少数民族的剪纸具有明显区别，主要是用

于苗族服饰的纹样，需要剪纸人员掌握剪、刻、扎等方式，方可

让剪纸显得栩栩如生。本文将以大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的传

承和保护为切入点，对苗族剪纸艺术的传承进行阐述，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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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地区的剪纸艺术因为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汉族或是其它

少数民族的剪纸艺术在功能上有着显著不同。苗族剪纸并非独立

的美术形式，而是较为内敛的，用于刺绣底纹的一种艺术，是以

刺绣的实际需求为基础而产生的。当刺绣图案完成的时候，我们

可以看到剪纸的身样被色彩斑斓的刺绣所包裹。在千百年的流传

中，苗族剪纸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该艺术形态中包含了

苗族的民族特色，成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极具代表的

国家文化形式，各方应该如何保护文化不被埋没呢？下面笔者将

从政府角度、学校教学以及社会角度进行分析，希望共同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一、政府方面

（一）优化政府机构职能，完善抢救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仅靠一方努力是难以实现的，这就需

要各方能够团结一致，群策群力，为其保护和传承提供助力。政

府部门在苗族剪纸艺术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政府部

门首先要优化相关机构的职能，完善抢救保护工作。具体来说，

可以从下列几点入手：

第一，政府部门要对湘西地区苗族剪纸艺术的传承现状进行

了解，为后续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基础；

第二，政府可以扮演组织者的角色，鼓励当地的民间组织开

办苗族剪纸展览会，也可以扶植基础条件达标的乡镇创建苗族剪

纸传承基地。当地不同的乡镇也可以创建苗族剪纸文化数据资源

库，让剪纸作品能够保留原生态特点；

第三，搜集剪纸传承人资料。剪纸艺术得以传承千年的关键

因素之一为传承人的代代相传，对于这些剪纸历史名人，政府部

门可以一一登记在册，这些名人轶事将会成为剪纸艺术传承路上

的星星点缀。

（二）定期开展剪纸培训，走访剪纸艺术名家

政府部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倡导方，可以适当地拿

出一部分资金作为支撑，鼓励相关机构开展剪纸培训班。为有效

甄别剪纸艺人的技艺水平，可以将培训班分为初级班、中级班与

高级班。政府机构可以邀请专业的剪纸艺术家进行指导，让培训

班学员能顾了解苗族剪纸艺术的手工艺。学员可不限年龄、不限

尊卑，有兴趣的学员都可以报名参加。当培训开展了一段时间之后，

学员对苗族剪纸工艺也有了基本了解，无形中也实现了对苗族剪

纸艺术的保护和传承。

除此之外，培训班学员也可以主动走访，走进剪纸艺术传承人

的家中，了解剪纸的发展历史。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给予一定的

资金补贴，鼓励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研究。资金补贴的方式，

有以下两点作用：第一，可以体现党与政府部门对剪纸传承人的关

爱。当对传承人的生活有所了解之后，给其提供现实所需的物资，

保障其基本生活；第二，可以广泛听取专业人士的建议，针对合理

建议予以采纳，共同为保护欲传承苗族剪纸文化献计献策。

二、社会方面

（一）学校

学校是现代教育新理念、社会主流价值观宣传的重要场所之

一，苗族剪纸艺术作为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与传承离

不开教育机构的协助。

笔者认为，为扩大剪纸艺术的传承范围，湘西地区的地方学

校可以将剪纸作为教学内容，将其归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中，

让经典的苗族剪纸作品走进校园，进入教材，共同营造苗族剪纸

的学习环境。

另外，学校可以力邀当地的剪纸名家或是艺术传承人去学校

进行培训，开设剪纸艺术班，让学生近距离的接触剪纸艺术，感

受剪纸的艺术魅力。学校开设的相关课程或组织的活动可以遵循

从浅到深的原则，循序渐进地学习，让本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得到保护。

（二）社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来自于民间，通常是从基层社区或是民

众生活中发展而来，与此同时，其也可以视为是社区民众文化生

活的一部分。立足大湘西地区，针对该地苗族剪纸艺术的保护和

传承，笔者认为需要重视基层社区发挥的作用。苗族人民的居住

方式多为“大杂居，小聚居”，富含苗族文化艺术特点的剪纸艺

术就是在此方式下得以传承的。湘西苗族剪纸艺术若是脱离当地

实际，其特点也会随之丧失。因此，将苗族剪纸传承保护工作与

基层社区工作融为一体，是切实可行的。

总体来说，在湘西地区苗族剪纸艺术的传承保护中，基层社

区参与的优势如下：

第一，湘西地区苗族剪纸艺术与当地的社区文化不可分割，

基层社区的参与可以让剪纸艺术的地域性特点得以发挥；

第二，节约相应的宣传成本。基层社区的参与，可以加强社

区居民的认同感，从而深化人们的保护和传承意识；比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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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地区剪纸文化基层项目，不但能够促使乡土教育均衡发展，

也可以让苗族剪纸艺术源远流长。

三、个体方面

（一）传承人

湘西地区苗族剪纸传承人要与时俱进，改变传统的固守剪纸

秘密，只在家族内部传播剪纸技艺的思想，为了剪纸技术的传承

和发扬光大，要扩大传授范围，广招学员，为那些对剪纸技艺感

兴趣的年轻人传授技艺，为剪纸技艺的传承培养接班人。

其次，传承人在传承方式上也应该更符合现代的教育理念和

教育方式，改变传统的以家庭式传承方式为主的传承模式，更加

注重开放式的传承方式。艺人们可以以剪纸艺术工作室的方式来

招收学员，只要对剪纸感兴趣，只需要缴纳一定的学费，就可以

到工作室学习剪纸艺术。

最后，剪纸传承人的剪纸技艺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也

要融入现代的文化元素。只有传统和现代相融合，发展和创新才

能够让现代人更加接受和喜欢这项技艺，才能够得到更好地传承。

如果湘西地区苗族剪纸只是继承而没有创新，那么这样技艺就不

能够与时俱进，就不符合时代发展的特色，缺乏生命活力，甚至

久而久之就会被淘汰。因此，剪纸技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够保持

持久的生命力。

（二）文化工作者

文化保护工作者是工作在文化工作一线的人员，尽管他们

不具备文化传承的技能和本领，但是他们具有系统的文化保护

和传承的知识，能够科学的规划和判断民族民间文化生存和发

展的条件和环境，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我国目前的文化保护相关政策赋予了文化保护工作

者重要的使命，他们参与到各民族文化的抢救、挖掘、整理、

研究和保护方面的工作中，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四、结语

湘西地区的苗族剪纸艺术是苗族人民长期发展形成的，蕴含

了苗族人民的智慧，是极具苗族代表的艺术成果。在社会经济发

展日渐商业化的今天，苗族剪纸艺术家依然秉承初心，致力于剪

纸艺术的传承，宏观上来说，有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湘西地区的苗族剪纸艺术必会散发

出别样的光彩，成为我国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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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教师职业道德素养现状及培养对策的研究
任玉慧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摘要：教师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道德修养的

形成与提升。如今，很多高职院校中的教师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

些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本文通过培养高职教师的爱国情怀、推

行课程思政、明确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完善高职院校教学激励

及监督机制等途径，力求提升高职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从而推动

教师师德建设。

关键词：高职院校教师；职业道德素养；培养对策

作为一名高职教师，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才

能充当学生知识增长和思想进步的指导者和引路人。高职院校可

以通过培养高职教师的爱国情怀、推行课程思政、明确立德树人

的根本目标，完善教学激励及监督机制等途径，逐步提升高职教

师的职业幸福感，从而推动职业道德建设。

一、高职院校教师职业道德素养现状

道德素养是指个人在道德上的自我锻炼，以及由此达到的较

高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大致包括以下三

个方面：热爱教育工作、热爱学生、自身的道德修养。

随着高职教育的不断发展，高职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整体状

况较为良好。一大批高职教师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

位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但是，在当下高职院校中，很多教师虽

然专业素养过硬，但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修养仍然被外界环境所影

响，不时会出现一些有违师德的行为。目前，在高职院校中，教

师在职业道德素养方面大致存在以下问题：

（一）爱国精神缺失

有部分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太注重自己的言谈举止，不规

避敏感话题，对教授的内容不加以甄别，甚至于将一些不良思想

渗透于教学中，以致于在学生中造成不好的影响。

（二）敬业精神淡薄

爱岗敬业是教师的基本准则之一，热爱教学，热爱学生，这

是一名教师的职业素养所在。然而，现在有部分教师尤其是刚刚

进入工作岗位的青年教师，对于岗位的认可度较低，将个人利益

放在第一位，忽略了教师的职责所在，消极怠工，不注重提升自

己的教育教学能力，心思花在别处，这便有悖于教师这一神圣的

职业。

（三）教书与育人相脱节

作为一名高职教师，我们不仅要身为“技师”，更要成为“人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