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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民俗文化在高职院校中的传承路径研究
——以民间绣活传承为例

毕　露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摘要：目前，部分民族文化传承断裂，恩施州民俗文化亟需保护性传承。恩施州主要聚居了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

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可谓是异彩纷呈，各具魅力。随着时代的进步，被保留下来的民族文化越来越少，有的甚至

已消失在我们眼前，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迫在眉睫。民俗文化的学校教育传承方式可以让民族文化通过主流教育进入到社会，使

得民族民俗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本文以民间绣活的传承为例，分析现有传承路径，提出推进恩施州高职院校的民俗文化

传承发展的对策及建议，以便于更好地发挥恩施州民族民俗文化项目的文化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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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恩施民俗文化传承现状

（一）现有问题

1. 传承方式单一

目前，部分民族文化传承断裂，恩施州民俗文化亟需保护

性传承。恩施州主要聚居了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

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可谓是异彩纷呈，各具魅

力。而这些民俗项目传统的传承方式以家庭和学徒为主，伴随

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不少被遗忘的局面。恩施州的

非遗文化传承项目的现有传承人年龄都比较大，文化水平欠缺，

在非遗项目的传承过程中会觉得力不从心。以土苗刺绣为例，

刺绣日用品曾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如手帕、背带、枕

套、鞋垫、民族服饰等上面都可以找到精美的刺绣图案。刺绣

技艺一度是当地女性必须掌握的生活技能之一，土苗刺绣文化

在土家族传统婚俗文化、孝道文化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刺绣手工技艺的传承多以家庭间的言传身教为主，现在健在

的老一辈刺绣艺人屈指可数。同时，随着现代审美的多元化影

响和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愿意学习古老的刺绣技艺和

使用传统刺绣日用品的人越来越少，土苗刺绣技艺的传承正面

临着严峻地挑战。

2. 教育师资缺乏

民俗文化教育如同接力棒，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才

能得以传承，但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新的追求新的欲望层出

不叠，能坚持潜心研习传统技艺的人并不多。据调查，民俗文

化课程教师授课技能水平较高，但文化程度不够，教学理论水

平有限，仅限于教会学生掌握非遗技艺，而民俗项目里需要传

递的丰富文化内涵无法深度挖掘。再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的年龄偏大，中青年的传承者断层，民俗文化教育教学师资

缺乏，使得接力棒后续无人，造成了师资匮乏的局面。校内专

业教师民俗文化知识欠缺。有许多专业教师更多的只注重基础

教育，对民俗文化技艺掌握不够，故民间工艺的教学能力不够。

3. 民俗文化教育教学资源不足

民俗文化项目没有专业的教材可用，传承的方式多是师徒

制的口口相传，手把手教学，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现代

数字教学资源缺乏。在当今信息技术全面渗透的时代背景下，

“互联网 + 教育”已成为成为当前社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主旋

律。但是民俗文化项目的传承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少之又

少，因此继续深化现代数字教学资源全覆盖项目的建设不容懈

怠。

（二）原因分析

1. 民俗文化教育政策缺位

各级政府作为民族民俗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主要力量，民俗

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政策保障。据调查，目前，恩施

州并没有出台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的专项政策。民俗文化传承

的专项资金不足，学校出现没有充足的经费建设民俗课程资源、

购买专业设备，出现开展各项民俗文化活动经费欠缺等诸多问

题，从而制约学校民俗文化传承项目的开展。

2. 民俗文化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民俗文化传承意识虽然在不断提高，但是相对于基础教育

来讲学校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民族文化的课程多数只是作为

选修课或者兴趣班开展，集中学习的时间较少，学校考核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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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严格程度也不如基础课程，故学生学习则是随心而为、随

意而为，学习效果难以保证。同时，由于民俗文化课程的开设

没有全校普及，以恩施职院民间绣活的课程为例，参与学习的

都是本专业的学生，校园覆盖面不够，从而导致大学生在认知

民俗文化和学习制作技艺上面的参与度不够。

3. 民俗文化教育的社会经济转化率较低

学生在接受非遗文化学习后，由于学习时间少、实践应用

少等原因，出现学完就忘的现象，或者只是停留在“知道”“了

解”的层面，对文化的深度挖掘和继续传承的少之又少。特别

是作为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讲，民俗文化项目的学习没有很好的

和后期的创业就业进行结合，学生在校的民俗文化创新创业项

目在离校后没有进行持续深度的扶持，故学生学完就忘，几乎

没有人从事民俗项目的相关工作，民俗文化的社会经济转化率

较低。

三、加强民俗文化传承的措施

（一）提高民俗文化宣传教育意识

伴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优秀民族文化需要被人铭

记，才能与时俱进，从而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没有文化的

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所以必须通过不断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全

民对民俗文化项目的重视程度，推动民俗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和

教育，使其在发展与创新中“活起来”，如，开展具有地域特

色的文艺汇演、举办非遗展览、讲座等活动，为民俗项目赋予

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让中华民族文化在时代大浪

中展现出永久的魅力与风采。

（二）加大民俗文化教育政策资金支持

为改变当前政策缺失造成民俗文化流失的情况，政府部门

应该高度重视，率先引导并带动各方面联动，对如何保护和传

承民俗文化进行分析和学习，加大民俗文化教育的资金投入，

为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设立专项基金，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教

育规划，并出台相关专项政策。在具体实施面临困难时，政府

还应该协同帮助解决问题。

（三）建立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机制

打造民间手工艺术传承基地，为恩施职院师生提供了解、

学习恩施民族非物质文化和民间手工艺术的平台，让民间工艺、

民风、民俗走进校园，同时通过挖掘、拯救、传承和弘扬民族

民间非物质文化，建立专业传承艺人与绝技、绝活传承机制，

深化校企合作，为传承民族、民间手工技艺提供平台。

（四）探索现代师徒制，助力企业发展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高职院校实行现代师徒制教学的基

础。学校应围绕民俗文化项目着力培养适应现代企业需要的高

素质专业技术技能型传承人才，有助于发挥技能人才团队优势，

解决技艺传承难、技术成果转换慢、民俗文化类产品少等现实

问题，推动文化产业升级，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指导。

（五）围绕民俗文化创新民族文化旅游产品。

开发民族文化文创产品，打造民族文化旅游品牌。立足传

承民族手工技艺，保护民俗文化，根据市场需求，带动民间手

工艺产业化发展，服务区域经济建设。传承绣花鞋及鞋垫的精

心制作、控掘更多的土家绣花鞋垫花样，并与相关企业合作，

及时将技术转换为生产力，将作品投入市场，在着力打造民族

文化旅游品牌的同时，将“土家族苗族绣花鞋垫”等民族手工

艺产品作为吸引中外游客的一张“名片”，丰富恩施文化和旅

游市场。

（六）深入非遗文化与职业教育的互动研究

 鼓励高校教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积极投身非

遗文化的教研科研工作，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原则，邀

请行业专家进校开设讲座，与学校教师交流经验，鼓励专业教

师走出校门、走进企业，开阔学校教师视野，提升科研素养。

结合职业教育本质，支持学校教师围绕非遗项目开展课题研究、

撰写科研论文、研发文旅产品，促进学生就业，提炼教学成果。

四、结语

恩施州的高校作为恩施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教育机构，要

主动承担起保护、挖掘、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充分发挥恩施州高校在非遗传承方面的

重要作用，把传承优秀文化当做学校的使命，树立学生的文化

自信，让高校在传承非遗文化的同时，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湖北省高校实践育人特色项目立项支持项目，项目名称：

大学生民间绣活技能传承与创新，编号：2019SJJPE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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