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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职教育中“非遗”的思政教育就是将高职教学中的专业教育渗透到高职院校整个教学体系的每一处环节、每一

门专业课程以及每一位专职教师中，以传统手工技艺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播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载体，因此

在高职教育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思政教育的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高职教育中“非遗”的思政教

育作出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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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政教育并不是一
个全新的课题，但是随着世界文化交流舞台的日新月异，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步伐也在快速迈进，在这种全新的
形势下高职教育中“非遗”思政教育的实施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不仅能够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以及未来发展培
养出合格的职业建设者，这也是一个在与时俱进的时代
下需要不断进行思考的命题。下面我们详细分析一下，
高职教育中“非遗”的思政教育。

1 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遗课程的文化内涵和重
要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整个文化遗产中具有重要作用
的一类内容，其具体对象针对各个社区、群体甚至有时
可能是个人，并将这部分群体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
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运用、工
艺品的制作等多种那种。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世代
相传的特性，在各个社区、群体在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
中以及在自然进程和历史发展中的相互互动，被群体进
行不间断的进行创作，胃所创作群体以及群体所在社区
提供良好的认同感和长久的持续感，从而有效增强广大
人民群众对文化多样性和丰富创造力的尊重。根据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可以将其规划为 5 种领域，这 5 种
领域分别为：口头传说和表达领域，其中包含表达非物
质文化遗产媒介所运用的语言；表演艺术领域；社会风
俗，礼节礼仪以及国庆节日领域；自然界及宇宙知识和
实践领域；传统手工专业技能领域 [1]。

传统手工艺专业技能等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中的一项重大类型，
是传承国家整个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载体，在我国传统
文化共性方面具有典型代表特征，比如其自身具有典型
的历史性、文化性和传统性，同时也具备良好的认同性
和创新性，作为一种具有典型代表的专业技艺，其自身
还具有独特的自我文化特性，比如其自身具备典型的爱
岗敬业、精益求精以及师道传承等具有典型代表的特征。
所以传统手工艺技能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自我
具有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内涵特征，非常适用
于在高职院校职业教育中进行良好的传承，将高职院校
的职业课堂教育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主渠道，以这样
的方式能够更加客观形象且直观有效的推动高职院校思

政教育工作的开展和实施。

2 高职教育中非遗思政教育的作用
2.1 爱岗敬业，培养高职院校学生良好的职业责任感
高职院校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是国家未来的建

设者，同时也是支撑国家发展的支柱性专业人才。这部
分学生在未来对他们所从事职业的态度，不仅直接影
响着他们个人的职业发展，同时也关乎着我们国家未来
的建设和发展成果。国家未来的建设任务需要 90 后甚
至 00 后来积极承担，他们成长在国富民强且条件优越
的快速发展时代，优越的生活条件使这部分学生在对待
工作时缺乏极为迫切的生存需求感。如果在工作的过程
中不能形成良好的敬业爱岗之心，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
缺乏职业责任感，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缺少神圣感，浙
江会致使学生们难以当一份工作真正做好。以传统手工
业专业技能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特别是那
些稍微年长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虽然在他们成长学习
时没有接受过现代化且正规的职业院校教育，但是在他
们学习技能特长的过程中，却具有一种朴素的职业责任
感，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保持高度神圣感【2】。比如，
《木活字印刷》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教学聘请的传承人
老师，自小便跟随其父亲学习以传统类型为代表的木活
字印刷工艺，并且 10 年如一日的进行刻苦练习，每天
都坚持练习篆刻反字、刻印字模等多项内容，即便如今
老师已超 60 多岁，但是针对此项技能的练习从未中断
过。高职院校通过在职业课程教学中开设《木活字印刷》
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课程，学生能从所聘请的非物质文
化传承老师身上，直接感受到传统社会环境下所成长起
来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所需具备的职业素养和工作责任
感，进而使学生们对自我的职业学习产生鲜明对比，使
学生们能够对自己未来所从事的职业产生更高的尊敬和
热爱，为学生自我在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中奠定坚实基
础。

2.2 专注执着，培养高职院校学生专一和持续的职
业追求

现阶段，学生们正处于信息多元化期且更新速度
飞快的新媒体时代，正如当下非常流行的文化碎片化和
西方快餐优越化之言论，好像学生们已经很难做到专注
且持续的完成一件事情。学生在工作的过程中所担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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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份职业，要想做好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就必须具备专
注、执着且持续的职业素养，这也是学生提升自我职业
素养的一项必然性要求。任何一项被国家以及各区域政
府部门评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统型手工技艺，
都是经历过长时间的岁月磨砺且具有典型代表作用的中
国传统文化精华，这部分非物质文化传统手工艺人经历
过几代甚至十几代的专注从事，而且是在不断追求探索
中所获得的结果。比如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于 2010 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级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之一，不仅是因为其极具工艺性制作工艺及其复杂
的操作流程，而且更在于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可以
在几毫米的间距上实现自模的刻写，要想保证在木质材
料上刻出的字体公正且具有极高的美观性，在实际操作
的过程中没有专注执着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此项任务的
[3]。而在高职教育中开设《木活字印刷》等极具代表性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学生既能够在亲手实践操作的
过程中真正的体会到专注执着精神，同时又能在学习的
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所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重要性，
将这种专注执着的精神运用到学习和专业技能操作中，
在实现专业技能水平提升的同时，提高学生自我的专注
执着精神。

2.3 专业技能与思想道德的相互融合
职业院校所实施的职业技能教育和职业道德培养

之间，这两项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实现了专业技能
与思想道德的相互融合，才能促使高职院校学生成为一
个优秀的职业从业者。比如，高职院校在当下为社会所
培养的专职从业者，这部分专职从业者投身到社会建设
的不同行业中。如果高职院校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仅仅
掌握了高职院校传授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具备较低甚至
完全不具备优良的职业素养道德，那么即使从业者的专
业技能水平再高也不会将其所做的工作做好，更不用说，
在所学专业技能和知识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发展的突破和
创新。那些已经被国家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
从业者，他们掌握了高超的非物质文化技艺，一方面是
因为这部分从业者具有过硬的技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
他们在技艺传承和推广中具有很高的职业素养以及高尚
的道德品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技艺的传承和保护工作
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并在此过程中采用了一些有效的
保护和推广措施，但是很多非物质文化技艺项目仍然没
有摆脱后继无人的困境。高职院校通过开展非物质文化
遗产课程，老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以技术和道德
相互融合的方式，实现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将表现优秀
的同学树立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使学生在向老师学习非
物质文化技艺的同时，也能向他们学习无私奉献的职业
素养以及高尚的道德素养，促使高职院校学生们毕业之
后在专业技能和道德素养方面能够更好的胜任自己所从
事的职业 [4]。

2.4 师道传承，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学会尊师重道
以传统手工艺技能为主要类型的非物质文化技艺，

主要是以口传心授的师徒或父子的模式进行传承，所以
古人所讲的尊师重道和父承子继是存在一定道理的，当
师傅向徒弟传授技艺的同时，徒弟也要像对待自己亲生

父亲一样去孝敬师傅，并在学习技艺的同时心存感恩，
时刻抱有一颗回报之心。比如世界上非常著名的耶鲁大
学、哈佛大学等知名院校，院校的经营费用大部分源于
校友对母校的捐赠，这样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尊师重道、
感恩母校和抱有一颗回馈社会的感恩之心。这也是高职
院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需具备的重要使命和极其
艰巨的一项任务

2.5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为高职院校学生树立爱
国之心的典范

一个国家要想变得非常强大，这就需要国家的经
济和物质都非常的富足，而更在于国家对于自己民族文
化的自信。在这一个通信发达的信息化社会中，文化
交流的速度和频率也在逐渐加快，怎样让高职院校学生
更好的认清国际和国内发展的局势，使学生在职业技能
学习的过程中选择并信奉正确的文化信仰，为国家建设
培养出合格的专业技能人才，使学生成为国家未来建设
可靠的接班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且极其关键的任务 [5]

今天的高职院校学生要想在学习和工作中承担起复兴中
国梦的伟大历史任务，不仅需要在学习过程中掌握过硬
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同时也需要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具
备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同时还需充分了解中国作为世
界文明古国所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以这样
的方式来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让学生们在
学习和工作中树立坚定的爱国之心。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教育中“非遗”的思政教育，需

结合高职院校职业教育技能和教学实践等内容，充分利
用高职院校职业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将中华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内涵和价值，与高职院校的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国家现代化建设
和未来的发展培养出可靠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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