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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路径 
邓琼飞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民族学院  海南三亚  572022） 

摘要：高校承担着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和使命，在文化传承创新中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重要作用。在很多非遗项目日益濒危并

面临消失的当今，加强非遗保护和传承发展极为紧迫，高校应当在非遗保护和传承中发挥积极作用，应当着力构建高校非遗传承人

才培养体系，将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非遗传承的技术教师队伍体系、非遗传承人才来源的多元化体系、非遗传承的教学

基地体系、非遗产学研协同发展体系等融为一体，大力培养非遗传承人才，以延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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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一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

是民族文化的根与源，是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具有重大的

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等多方面的价值，是极为重要的教育资源。

但是，非遗传统的传承方式基本是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由于时代

变迁，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传统社会环境发

生了巨大变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越来越少，断代严重，而很多年

轻人不愿意传承，导致很多非遗已经消失，而更多的非遗面临损坏、

破坏和消失的严重威胁，尤其是在缺乏传承人的情况下，非遗濒危

的威胁尤为严重。非遗传承人才的缺乏严重影响了非遗的可持续发

展。 

而高校在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创新、服务社会等方面具有重要

的地位和优势，肩负着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任。高校在承担非

遗传承人才的培养方面具有极为独特的优势。因而高校应当积极利

用人才资源优势，发挥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探索出一套区域性非

遗传承人才培养的有效体系，扩大非遗传承群体，并广泛地提升市民

的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意识，从而有效地缓解非遗濒危的速度，并扩大

各民族非遗传承和发展的效果。地方高校需要担当，尤其是省属应用

型高校，应当主动投入和承担所属省域的非遗传承和传承人才的培

养，创造传承的条件和氛围，不遗余力地将地方的非遗项目传承下去，

并有计划地培养非遗传承人才，保障非遗项目能够一代代传承，以避

免民族文化断层。综合来看，高校可从如下路径构建非遗传承人才的

培养体系，不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 

一、构建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提升非遗对在校大学

生实践育人的效果 
随着社会对综合性人才的需求加大，学科融合发展的趋势越来

越强，新文科、新工科等的提出均重视传承与创新，以需求为导向，

要求突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多学科交叉融合，综合发展，为学生提

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这样更加有利于培养社会更需要的人才。

因此，在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改革专业发展的人次

培养目标、培养更能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势在必行，非遗的课程体

系进入高校部分专业就具有良好的机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体

系包括非遗理论课程和技术实训课程，非遗传承人才必须同时掌握

非遗理论知识体系和传承的实训技术体系，才能够更懂得非遗传承

的方法和技术。 

（一）加强非遗理论课程体系建设，提升非遗传承人才的理论

水平 

非遗理论课程体系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以及其它地方非遗项目

的具体课程，也包括非遗保护专家、学者的学术讲座。非遗理论课

程对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极为重要，可以为非遗保护和传承提供理

论知识体系，也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的发展提供理论研究的方向，

有利于提升非遗传承人才的理论水平。通过非遗理论课程的学习，

可以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教育，激发大学生主

动继承和发扬非遗的意识和能力。 

（二）加强非遗技术实训课程体系建设，夯实大学生非遗传承

的技艺基础 

非遗技术课程是有关非遗项目的学习、审美、保护与传承的课

程，有利于对非遗项目进行技术传承。各民族的戏剧、民歌、传统

体育项目、民间工艺美术等均可作为技术课程进行建设。例如将“中

华龙舟”“剪纸”“陶艺”“舞龙舞狮”等国家级非遗项目作为高校的

必修或选修课程，这些课程不仅能够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也

可以通过对这些民族文化的学习提升学生传承非遗的热情，还可以

加强大学生民族文化审美的情趣教育。 

二、构建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的技术教师队伍体系：全力保障非

遗传承的技术运行 
非遗传承人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非遗传承主要是通过家族传承和师徒制传承，但是这种传承

方式在今天已经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且这种传承方式限

制了非遗传承的扩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或艺能，通过自身

的创造性劳动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人或组织”
[1]都应当纳

入非遗传承人群体。因此，扩大非遗传承人群体就需要首先扎实多

好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的技术教师队伍体系构建，全力保障非遗传承

的技术运行。 

（一）大力培养校内非遗传承教师队伍 

高校教师在非遗传承中具有多重优势，很多高校教师不仅掌握

了多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项目，而且对非遗理论知识体系掌握也较

快，普遍具有文化传承创新的意识和能力。高校承担文化传承创新

发展的重任，应当在校内整合教师资源，组建一批能够承担传承任

务的教师，形成合力，积极开展非遗项目的传承，并要积极推动非

遗传承人才的培养，对学生进行非遗技术的传承指导。高校要大力

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教师开展非遗传承研究，让高校教师通过非遗

研究，将研究成果带入课堂教学，将非遗融入教学，使研、学、教

融合，这既是大学传授和探究高深学问属性的具体体现，也是高水

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还是“金课”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

法。 

（二）大力建设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主的实践指导教师队伍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提出了非遗代表性项目

的代表性传承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特定

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积极开展传承

活动”[2]。这些代表性传承人本身具有高超的传承技术和能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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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可以将由政府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聘

为实践指导教师，通过他们掌握的技术，定期对大学生开展非遗传

承的实践技术的指导，学生可以直接学习 系统的非遗项目传承技

术，从而有利于非遗传承的扩大。 

三、构建非遗传承人才来源的多元化体系：扩大非遗传承群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没有对非遗传承人进

行界定，只界定了代表性传承人，但代表性传承人只是非遗传承人

中 重要的一种类型，而实际上，非遗一般性传承人极多，而非遗

传承人才极度缺乏，且很多濒危的非遗项目就是因为缺乏传承人而

导致传承难以为继。因此，非遗传承人才应当多元化，高校在非遗

传承人才培养中应当坚持多元化来源的思路，扩大非遗传承群体，

才更加有利于非遗的传承和发展。 

（一）将在校大学生培养为非遗传承生力军 

高校是人才扎堆的地方，具有各种艺术特长的学生很多，因此，

高校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在校内建设非遗传承实验班，实验

班覆盖全校所有的学科专业，针对实验班学生大力进行非遗传承的

培养，将在校大学生培养为非遗传承生力军，以此扩大在校大学生

的非遗传承兴趣，培养其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这也是

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对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德育和美育教育

的重要途径。 

（二）定期培训各市县非遗传承人及兴趣爱好者 

高校可积极联合地方非遗保护中心等部门，积极对地方非遗传

承人及兴趣爱好者进行培训，定期举办研修研习培训活动，对他们

进行非遗的知识体系培训和技术技能培训，加强社会面的传承。 

（三）免费培训有非遗传承兴趣的市民、游客 

可以通过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尤其是联合民族文化景区对市民、

游客进行非遗传承的宣传和培训，通过这种方式提升非遗传承的社

会影响力。 

四、构建非遗传承教学基地体系：为传承人才提供坚实的实践

平台保障 
非遗传承基地是培养传承人才的基本条件，为了更好地培养非

遗传承人才，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必不可少，实践教学基地是提升非

遗传承教学质量的重要平台，也是为高校大学生进行实践训练的重

要依托。 

（一）建设校内非遗传承实践教学基地 

高校承担文化传承创新的重任，尤其是地方高校更需要主动对

地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传承和发展，一般都会建设一批实践教学基

地，为大学生提供实践训练，为了更好地推动非遗传承，高校可依

托校内文化馆、博物馆等建设非遗传承的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创造

非遗传承的必要条件，配置非遗产品加工的现代化设备，为非遗传

承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平台保障。 

高校也可利用校内工艺美术、音乐艺术等专业的优势，在校内

建设“非遗传承工作站”，充分利用高校教师资源，大力挖掘地方各

民族非遗资源，积极传承民间舞蹈、民间艺术、民族歌谣、民族服

饰、书法等非遗类型，并同时组织掌握民族文化的大学生参与非遗

的传承，并定期开展非遗传承培训活动，激发学生传承非遗的浓厚

兴趣，并大力培养有艺术特长和非遗传承潜质的大学生参加非遗传

承培训。 

部分高校还可以发挥本身作为文化部、教育部“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参与高校的身份，大力实施非遗传承实

践教学基地建设。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

训计划”院校共计挂牌 57 所，每所高校每年均举办非遗研修、研习

和普及培训活动。这些高校可利用这个身份，在校内建设固定的非

遗传承场所，配备非遗传承的必要工具，将其建设为大学生进行非

遗传承的实践教学基地。这样可以充分发挥高校的学术资源和教学

资源，整合非遗传承的优势，除了对非遗项目持有者、从业者开展

研修研习培训活动，更要对大学生进行非遗的专业知识、研究技艺

和技术的培训，并不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更好地发挥高

校文化传承创新的职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二）建设校外非遗传承实践教学基地 

高校可充分利用非遗项目持有者、从业者等群体所掌握的非遗

技术的优势，大力建设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以实践教学基地为平台，

大力扩大非遗传承的社会影响力，组织具有传承潜质的大学生定期

举行与传承人面对面的学习活动，提升大学生实践学习的能力。如

在传承人群较多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社区建设“非遗学堂”，尤其

是在民族文化景区建设此类实践教学基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非

遗学堂可以大力挖掘和整合当地的音乐、舞蹈、器乐、织锦等类型

的非遗项目，重点发展“非遗宣传展示”和“非遗传承体验”两个

方面，并免费对公众开放。非遗宣传展示可以通过非遗宣传栏，对

群众和游客进行非遗常识的宣传和教育，提升对非遗的认识以及非

遗传承的意识。非遗传承体验主要是现场教授非遗产品制作技艺和

表演技艺，让群众现场切身感受非遗的文化艺术魅力。 

五、构建非遗产、学、研协同发展体系：将非遗转化为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高校必须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培养人才，产学研协同发展是人

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非遗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对社会的延续有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高校承担文化传承创新的职能，必须在人才培

养中考虑推动非遗的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一）鼓励和支持学生创业，从事非遗传承和经营 

当今高校的人才培养更加注重面向社会和市场，更加注重企业

的需要，因而，在校内进行非遗传承人才的培养，就需要大力制订

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大学生从事非遗传承和经营，并对其进行

技术指导和一定的经费支持，着力推动非遗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可以鼓励和支持接受过非遗传承培训的大学生积极成立非遗传承工

作室或公司，或通过掌握的非遗技术，吸引企业投资，将所传承的

非遗技术转变为现实的非遗产品，向市场推广，以非遗为基础，开

发制作各种非遗旅游商品、居家用品、车载饰品、服饰用品等老百

姓喜欢的非遗产品，并可为现代建筑设计非遗图案。这种方式可以

加强非遗技术的转化，使其转变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可以增

加大学生创业的收入，同时推动大学生大力践行非遗的传承重任。 

（二）通过传帮带，推动各地方开展非遗保护和传承发展 

文化传承创新是高校的重要使命，因此高校有责任和义务大力

推动地方文化的传承发展。地方高校可以充分利用人才资源优势，

积极对高校所在地方市县开展非遗保护和传承发展的指导活动。如

定期对市县文化馆提供非遗理论培训，对市县级非遗传承人提供传

承平台，推动他们大力开展非遗保护和传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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