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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2017 年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教育部令第 43 号)中指出，辅导员的主要工作职责是“深入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宣传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到：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

基。”“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

这些都证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文化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高校在培养人才，传授知识之

外，还有一大功能就是传承文化。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要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主要工作是对学生

的日常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在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

中，就应广开思路，除已有的思政课堂，班会等形式外，辅

导员可以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利用第二课堂开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正如此前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思想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属于思想政治

工作的一部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全过程中去。高校辅导员可以通过开展各类学生喜闻乐见

的含有传统文化元素的活动，并注重实效性如对学生精神追求的

提高，大学学业的进步，困难挫折的承受力，心理调适能力等。辅

导员应当自觉地承担起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培育，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

1  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以中华传统文化龙文化之一的舞龙作为研究载体。

舞龙作为具有2000多年的中华民族传统习俗之一的活动，从古至

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寓意着喜庆，欢乐，朝气蓬勃，积极

向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等好的事物。据有文字记载资料显示，早

在汉代（约公元前205—公元219）就有杂记记载了这样的壮观场

面：“为了祈雨，人们身穿各色彩衣，舞起各色大龙”。另有《汉

书·西域传赞》记载：“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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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漫衍”之戏?就是舞龙的早期形式，舞龙可以说是中华文明演

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已成为代表

整个中华民族形象和精神的一部分，经过2000 多年的传承与发

展，每逢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等，各地的人们都

会组织舞龙活动来增添喜庆，并寓意祈福，一直延续到今天，

舞龙活动依然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并活跃在各种中国的传统节日

和重要的日子里。

舞龙属于龙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同时龙文化是舞龙活动开

展的基础和源头。龙图腾在中国是作为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传统

文化而表现的，是一种文化的凝聚和沉淀，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

人。距今约8000年前，在中国的辽宁就发现形似如龙的石堆，另

有学者研究在约7000 年前中国的龙图腾就传入过美洲及印度。

1987年在河南濮阳发掘了一处距离今天6000多年仰韶文化早期的

大墓，在男性墓主人身边出土了一条用蚌壳堆塑的龙，人称“中

华第一龙”。从古至今，龙文化就出现在各个方面，如龙雕塑，龙

传说，龙舟，舞龙等。

另据资料显示在西方国家也有类似中国龙的想象物，他们称

为“dragon”,身长、有翅膀、会喷火、象征意义有恶魔的，贪婪

的等，出现于最早的是古巴比伦王国中就有历史人物屠龙的传说，

在基督教中的《圣经》中就认为龙是撒旦，很坏的意思，另在13

世纪也有圣乔治屠龙的传说。两种象征意义完全相反的想象物。

据文献查阅，在19世纪初因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时看到龙，就

把龙翻译为“dragon”，一直到现在，并在翻译界和学界大多数人

一直都是这种用法，就中西方文化差异和语言的发展来讲，往往

忽视在不同文化背景对人们思维和行为的影响作用，同时也忽视

语言表述会对人观念的影响。在中国，也有部分对龙文化有研究

的专家学者极力呼吁龙的翻译应该为“l o o n g ”不能译为

“dragon”，2004年台湾学者在发表的文章中就最早呼吁，上海交

通大学的黄佶教授也创办http://www.loong.cn/网站极力宣传中

国龙文化，高校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平台，起到重要的作用。自

2003年12月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龙狮分会正式成立，并在中南大

学生举办第一届全国大学生龙狮锦标赛，标志着舞龙成为我国高

等学府普遍开展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项目。发展到2018年全国

大学生龙狮锦标赛已举办到第十一届。约150个高校加入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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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龙狮协会中来，大学生舞龙竞赛及大学舞龙课等各种形式得到

飞速发展。有研究调查表明，舞龙活动在高校的开展有利于学

生吸取到爱国团结，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并能体现

在大学学习和生。本研究主要是在跨文化视域下大学生对舞龙活

动与民族精神的理解和大学生舞龙对学生中考研的成功率，就业

率，心理访谈率进行对比。

2  研究内容

2.1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

通过随机对参加舞龙课104名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在对回答

“您认为大学生舞龙能表达和发扬哪些中华民族精神”的多项选

项中，103人次选爱国团结近100%，101人次选择自强不息，92

人次开拓进取，89 人次勤劳勇敢约占85.6%，另有部分同学补

充填写奋发向上，有勇有谋，吃苦耐劳，坚持不懈，民族凝

聚力和认同感，拼博奋斗，团结协作，积极向上，自信友善，

文明和谐，顽强拼博，乐观向上，热爱生活，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对自然的敬畏等。另在对学生进行随机访谈中学生对

“龙”作为文化负载词中英文翻译的关注度明显不够，若再进

一步访谈会从相关翻译工具中找到“dragon”来回答。

2.2分组对照研究

对长沙医学院2个行政班级总计201人进行为期两个学年度

的跟踪调查，把参加舞龙课、舞龙队的同学作为一组21 人，把

没有参加的同学作为一组 1 8 0（对照组）。

2.2.1 研究方法：研究团队均为高校辅导员，团队中有舞

龙项目的指导老师，在对研究对象同时开展进行日常管理和学习

教育的同时，结合辅导员的专业特色对舞龙组讲授龙文化和舞龙

知识并参加舞龙活动。

2.2.2研究周期：对研究对象进行为期两个学年的跟踪调查

2.2.3 研究方法：在学生毕业后对两组学生的考研成功率，

就业率，心理访谈率用SPSS 进行数理整理分析，对个体的研究

点出现与否用（0，1）分别表示；用P<0.05,表示统计学有差

异；P<0.01 表示统计学有显著差异。

表 1：

注：**P<0.01，*P<0.05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从考研成功率上来讲，表明舞龙组的同学在考研成功率

上要好于对照组，并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考研是除学生的专

业知识外，还需考验同学们的意志力，耐力，面对困难的乐观精神，

从本研究可得出，舞龙有助力这几个方面能力的增进。

3.2从心理访谈率来讲，舞龙组的同学在心理访谈率上要低

于对照组，并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从本研究看舞龙组同学

在面对在校学习中面对的各种压力方面的自我心理调适要好于对

照组。舞龙活动有利于增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3.3从学生初次就业率来讲，舞龙组和对照组进行比较，并

P>0.05,不具统计学意义，但舞龙组的整体就业率高于对照组近

10%，一方面说明在就业方面，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体现

更重要，另一方面说明舞龙组的同学在就业方面体现出更多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

4  对中国传统文化舞龙活动实践分析

4.1从以上结果分析来看，通过在高校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活

动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舞龙活动的开

展使学生吸取中华文化中的爱国团结，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舞龙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大学生能更好的完成学业任务，通过研究

表明在高校大学生中开展舞龙活动不能把龙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和

舞龙技能的传授分隔开来，服务于现实实践，并能更好的运用

到对学业困难的克服，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并反映现实实践

的文化观，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实意义。

4.2跨文化视域下龙作为文化负载词，舞龙又是中华民族传

承2000 多年的民俗活动，在高校的宣传中，要从文化的历史

观，在把握世界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则基础上，因正视东

西方的表达差异性，准备表达其内涵和外延。正如上述讲的有

学者所说龙应译成“loong”.本研究通过对舞龙在我们国家的特

殊性一面，对于“舞龙”建议可以译成“dancing loong“比

较适当，而不是“dragon dance”或“dancing dragon” ;

同然，考虑到“dragon”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表达的意思和形象，及

语言的发展性，汉语可以译成“怪咖”，拼音“guaiga或(guaika)”。

5  总结

5.1高校辅导员在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可以结合自

身专业特色，发掘并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并注重实践性。

5.2中国传统文化在高校的开展要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

华’的原则，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有效引导大学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并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5.3在跨文化视域下，在开展龙文化及舞龙活动中因本着不

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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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考研录取 心理访谈 初次就业

舞龙活动组 0.71±0.46* 0.90±0.3* 1±0.00

对照组 0.92±0.28 0.7±0.46 0.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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