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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泼水龙，又称“泼水龙灯”，在永定区银家溪镇西

银村和莫家岗村很受欢迎。它是土家族、白族、苗族在炎热干

旱季节祈雨祈福的一种形式。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庆祝节日

和祝福美好生活的方式。泼水龙是唐代白族移民到当地兴起的产

物。据《紫荆塘田氏族谱》记载，早在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

年）水就被视为神，龙庙和祖传石碑广场相继建立（现在仍供

奉祖传金身），经过无数代人的传承后逐渐演变为永定原始祭祀

文化中一种超自然、有个性的艺术形式—泼水龙。在泼水龙形

成的早期和雏形中，妇女是舞龙者。现在，在张家界的泼水舞

龙中，男人组成为公龙，女人组成为母龙，往往舞母龙的节

数、人数多于公龙，这种“阴盛阳衰”布局渗带着母系社会

的遗风，而且用清水泼浇女儿之身在表演艺术领域里是绝无仅有

的，被誉为龙灯表演艺术的“活化石”。泼水龙既是表演艺

术，又是祈求风俗。泼水龙的目的极其明确，求风调雨顺，盼

五谷丰登，愿六畜兴旺，祈天下太平。它的形成，完全是群

众自发的祭祀性祈神求雨的活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

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对其传播现状调查与分析具有

一定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1　传播主体分析

1.1政府及教育部门是传播的主要领导力量

为确保泼水龙能够有效地传承发展，张家界政府专门成立了

土家族民间体育项目保护工作组。然而，由于部分领导对张家界

传统民间体育项目及文化了解不多，并缺乏有价值的认识，导致

张家界泼水龙运动在传承的过程中，完全落后于地方的经济发展

建设，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投入则更为薄弱。在此背景下，直至

张家界泼水龙运动成功申报湖南省“非遗”后，才逐渐得到地方

政府的保护。

1.2相关部门统筹下的少数群众是传播的主要生力军

在政府和教育部门传播张家界泼水龙（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过程中，少数群众（包括传承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爱好

者、部分从事相关项目竞赛的师生等）是理论上的、理想的、直

接的传播主体（以下统称“少数群众”）。当地群众作为张家界泼

水龙运动民间传播的主力军，其对张家界泼水龙运动的掌握程度、

民族认同感、参与热情等等，都会直接影响张家界泼水龙运动的

群众基础厚度，也只有提高当地群众对张家界泼水龙的认知，才

能以当地为传播中心，更好地对外发展。

2　传播内容分析

2.1社会层面

自《2001-2010 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颁布落实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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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总局明确地提出了应该着重在中西部地区发展传统体育

文化及项目。2005年，湖南省出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加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也明确地规定了县级政

府应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一定的保护，这实际上也就为张家

界泼水龙运动的传播发展奠定了坚实地保障。张家界泼水龙作为

土家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宝贵遗产，只有在社会中进行有组

织的活动开展，才能切实地实现基本而有效的传播。通过笔者的

实地走访调查得知，大多数的张家界泼水龙运动实际上都是在特

定的时间才有所体现，其表演者或运动员也呈现出“年龄偏高、

分散化、人数少”的特点。此外，由于当地文化部门并未将张家

界泼水龙单列为文化进行传播研究，因此在整个发展大环境中，

不仅对社会层面的张家界泼水龙运动内容把握不准确，在特定的

文化节日活动中也并未有效地挖掘其历史文化特点。

2.2学校层面

永定区的中小学历来是张家界泼水龙运动开展的主要阵地，

特别是在体育课程中，张家界泼水龙作为一种必须掌握的游戏环

节，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师生群体的欢迎。在杉木桥小学，该学校

将张家界泼水龙文化与体育道德精神课程实现了充分的结合，并

根据张家界泼水龙运动进校园、张家界泼水龙文化遗产继承活动

等实际形式，构建了具有特色的张家界泼水龙运动教育。另外，该

校还专门投资建设了土家族传统民间体育项目文化长廊，其中便

包括张家界泼水龙发展历史、传统与现实的文化融合、促进学生

体质增强的现实作用等等。二坊坪中心完小的张家界泼水龙运动

教育更加贴近实践活动的形式，比如说，先对低年级的学生进行

张家界泼水龙运动知识教育，并辅以一定的体能训练。对于四五

年级以上的学生，则更加注重实际形式的教育，并从身心健康、体

育竞技、文化娱乐等多个角度去切实引导。

3　传播媒介分析

3.1传统途径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时代的进步，电视媒体在现有的传统媒体

中占据中最核心的作用，但学校课堂仍是传播的主要阵地。通过

与当地群众的交流访谈发现，在几种主要媒介之中，占比最高的

电视媒介的传播作用仅限于“看得到”，次之的课堂教学相对而

言，则较为系统、有保障（但其作用依旧微乎其微）。报刊、广播

等媒体媒介较课堂教学而言并不占相应地优势。另外，通过访谈

又发现张家界市报刊媒体受网络媒体的冲击，已经出现了发行较

小、传播途径较窄的现象，加之人们阅读途径的变化及差异，必

然会减弱对张家界泼水龙运动的关注。

3.2组织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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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媒体作为张家界泼水龙运动的传播媒介重点，凭借政治

及行政保障，得以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发挥出有效的作用。但

是，在笔者的实际调查过程中发现当地政府虽然在2014 年之前

良好地运用了组织媒体的媒介形式，但受地方经济发展的限制，

导致无法持续地传播张家界泼水龙运动，甚至连张家界泼水龙运

动信息的搜集和整理活动都无法有效地进展。

3.3新媒体

就调研地现有的基础发展情况而言，发现新媒体平台的建设

缺乏有效地支持，并具体表现在硬件、软件等方面上。因为当

地相关部门对张家界泼水龙传播的不够重视，以及具有的技术水

平的障碍，导致了新媒体技术媒介无法在张家界泼水龙传播过程

中得以发挥有效的作用。

4　传播受众分析

4.1当地群众

传统的土家族、白族、苗族人既是张家界泼水龙运动的创

造者，也是天然的继承者、传承者。他们不仅肩负着传承民族

传统文化的使命，对于张家界泼水龙运动的掌握情况，还将直

接影响到此运动的传承发展程度。

4.2学校教职工及学生

教师作为社会栋梁的培养者，其肩上的任务不仅要教授给学

生以文化知识，还要保证学生身心素质的健康成长。为此，张

家界市在张家界泼水龙运动的传播发展中，着重对中小学体育教

师进行了集中培训，并提出了“引导学生掌握知识，具体掌握

实践技能”的原则要求，虽然这只是宏观层面的管理，但也并

不妨碍体育课教职工通过良好地教学来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5　传播绩效结果分析

近年来，张家界泼水龙运动逐步被当地政府及教育部门所重

视，当地民众及学校师生对张家界泼水龙的认识呈现积极转变。

通过笔者访谈发现，在2018 年以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转变：

一是在地方政府及教育部门的重视下，当地开展了较之以往更频

繁的宣传工作，具体包括重大节日、社会庆典、重要活动等时

节之际，都有序地开展张家界泼水龙运动；二是在极个别中小

学校，出现了以张家界泼水龙为主打项目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特色学校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育教学内容及考评制度。

6　结束语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随着现代体育项目的盛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举步维

艰。张家界泼水龙作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其民族文化内涵和底蕴深厚，具有全面的功能价值。通过研究

发现，其传播绩效也不容乐观。为了更好促进张家界泼水龙文

化的传播与发展，还需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制定

相关的保护政策；注重传播受众的差异性及层次性；重视商业

推广作用；完善监督及考核机制等方面举措的实施。

参考文献：

[1]谌凯.土家族张家界泼水龙体育文化刍议[J].体育文化导

刊,2015(8):63-66.

[2]谭永洁.土家族传统体育文化起源刍议[J].体育科技文献

通报,2006(1):78.

[3]杨建忠.学校教育中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研究[D].陕西师

范大学,2011.

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2.4选择合适的产教融合对象

高职院校建筑工程专业在选择产教融合对象方面一定要按照

自身的专业特点以及影响力来进行选择。在校企双方合作阶段，

不管是学校还是企业都需要基于平等互助的原则进行合作，否则

对于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方面都会产生不利因素[3]。所以高职院校

在选择产教融合对象方面一定要合理考察企业的实力、品牌影响

力等各方面进行深入了解，并且要提前合理分析产教融合的目

的、优势、积极作用等。实施产教融合阶段要有关于制约双方

的制度和管理方案，一切都是为了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产教融

合，是基于诚信的原则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一切都是为

了让产教融合产生积极作用和影响力。

2.5合理化专业考核制度

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更多的是采用应试教育下的书面考核

制度，所以中国考生在全世界的应试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对于

高职院校学生来说，尤其是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所学的

专业更要注意实践操作能力，高职院校的教学目标就是以就业为

教导方向[4]。所以应该制定合理化考核制度，不单单是关注学

生书面成绩，而应该更多侧重于实践动手实操技能的考核，在

这个基础上多关注学生的综合能力的提高，因为教师的考核重点

会引导学生学习的方向，侧重于实践动手实操能力会引导学生偏

向实践，扎实的理论知识是为实践操作服务的，合理化的考核

制度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在学习理论和实践这两方面，把握好平

衡度。才能为学生的全方面发展，以及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

需要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学生成为适应社会发展，适应企业高

度符合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做好铺垫。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针对高职院校建筑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首先

一定要结合当下时代经济发展的形势进行产教融合策略。产教融

合策略的实施要明确产教融合目的和方向，基于正确的方向下，

优化产教融合结构，选择合适的产教融合对象，制定产教融合

模式，时时了解社会变化以及行业发展情况，精准匹配企业需

求，培养学生理论以及实践的双融合,为学生进入社会快速适应

社会融入企业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教师应时刻培养提高自身创新精神，转变教学思维，帮助学生

在产教融合方面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为国家培养契合时代发展

的全方位发展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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