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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研究 
◆杨万芳 

（云南省昆明市明通小学） 

 
摘要：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和民族教育的发展。中
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国家，中华文化包括 56 个民族的文化。少
数民族文化不仅是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少数民族得以传承发
展的基础和构建文化共生系统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包
括家庭传承、社区传承和学校教育传承。学校教育因其环境、设备、知
识储备等优势，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场域。明通小学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学校在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教学和活动中渗透民族
文化教育，多元整合课程内容和增强教师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不断的
创新民族文化传承教育载体和方式，提高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教育的针
对性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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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绍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和民族教育的发

展。中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国家，中华文化包括 56 个
民族的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少数民族得以传承发展的基础和构建文化共生系统的重要载
体。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包括家庭传承、社区传承和学校教
育传承。但是在多元文化碰撞的今天，家庭传承和社区传承因社
会发展所表现出的文化传承中的局限性，正在逐渐消解。学校教
育因其环境、设备、知识储备等优势，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
承的主要场域。 

明通小学创建于 1955 年，在 60 多年的办学过程中，学校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大力改革课堂教学模
式，优化教学结构，以给学生“无条件的爱”为办学宗旨。明通
小学三个校区现有师生 3903 名，少数民族师生 673 名，占总人
数的 17.24%，有彝族、白族、傈僳族、佤族、纳西族、独龙族
等 25 个少数民族。近年来，明通小学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发挥学校在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保护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引导各族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
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同时，不断创新民族文化传承教
育载体和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提高民族文
化传承与创新教育针对性实效性。 

二、实施过程 
明通小学在教学和活动中渗透民族文化教育，在极大地丰

富、拓展教育内容的同时，保证国家教育目标的实现，促进学生
自主全面地发展。 

（一）教学中渗透民族文化教育 
明通小学在语文、地方课程等课程的教授中，潜移默化地渗

透着民族文化教育。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在教授《拉萨的天空》《安塞腰鼓》等

课文时，通过巧妙的情境设计以及启发，不仅让学生按照课标习
得知识与技能，还让学生通过交流、思考、感悟等方式进一步挖
掘潜藏在文字背后的藏族文化和陕北信天游独特的艺术性，让学
生把学习从知识的获得上升到文化的熏陶。 

在地方课程教学中，通过《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学习，让
学生了解美丽富饶云南的民风民俗，感受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增
强了学生热爱家乡的感情。在教授《民族文化的金矿》一课时，
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了解云南的三种古老而独特的文字，为了达成
目标，教师通过让学生调查研究、观察图片、交流讨论，观看幻
灯等多种形式的学习，了解了云南纳西族、彝族、傣族三个民族
的语言文化。 

（二）活动中渗透民族文化教育 
明通小学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学生除了从书本上学习民族文

化的同时，还参与各类活动，在实践中体验民族文化的魅力。学
校充分抓住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糖人进校园活动的契机，
组织学生了解剪纸和糖人文化，并参与剪纸和糖人制作过程，以
“学习+实践”的方式深入了解民族传统技艺。 

学校积极开展“家长进课堂”特色活动，邀请具有一定技能
的家长定期教授学生课外知识，其中包含丰富多样的传统戏剧、
民间文学等知识，学生在“智趣”中学到了民族文化的精华和民
间神秘丰厚的文学，也感悟到了民族文化的意蕴。这些活动不仅

为学校教育提供了生动形象的载体，而且也使教育与实际结合，
增强了实效性。 

三、亮点特色 
明通小学以多元整合课程内容和增强教师的民族文化自觉

意识为特色，在教授校本教材的同时，融入民族文化知识的传承
与创新，不断促进学校内涵发展、质量提升。 

（一）多元整合课程内容 
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主要依靠课堂教学，而课堂教学的主

要内容是校本教材。校本教材内容多偏重于文化知识的讲解，对
民俗、民风、民情的介绍较少。因此，明通小学将民族文化传承
与创新教学和云南民族特色资源相融合，不仅对民族的民风、民
俗、民情进行普及，同时也关注少数民族学生的自身发展。在深
入分析和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符合教育需要
的元素吸纳作为学校课程资源，并将民族文化课程与其他基础知
识教育课程相结合，不仅符合学生基础知识学习的现实要求，也
增强了民族文化传承的应用性，能够在更多维度进行多元化的民
族文化传承。 

（二）增强教师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 
学校教育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教师是主体，也是实现学校教

育与民族传统文化融合的中介。在师生交往中，教师的行为方式
会直接影响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尤其在教师个体与学生群体
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教师的行为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信息源，为学
生提供了一种文化的基本参照体系。目前，学校教师的民族文化
知识素养不足以对学生进行专业的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对学生进
行民族文化传承更多是因为教学任务的要求而流于形式。因此，
明通小学以问题为导向，结合教学工作实际，加强少数民族教师，
特别是非少数民族教师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以及民族文化专业
知识培训，增强教师队伍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深入了解，用自身的
感受和专业的民族文化知识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传承。同时，充
分发掘学校教师在民族地区的知识优势，利用他们的科研能力对
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合，设计出具有云南民族特色的、易
于学生接受的教案，以增强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教育的实效性、
针对性。 

四、运行成效 
（一）各民族学生认知不断深化 
通过教育教学和组织活动，引导各族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树立了正确的国家观、民
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深刻认识到中国是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缔造的国家，中华文化是包括 56 个民族的文化，中华文
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共有的大家庭。 

（二）各民族学生团结奋进 
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关系国家前

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让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让尊重民族、团结民族意识在少年儿童的心底扎下根，成为学校
的重要任务，学生通过学习，增加了对各民族文化的了解，认识
到我国是一个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
知道自己所属民族的分布区域、人口数量、语言文字及主要的文
化特点和风俗习惯等。使各民族学生之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团结奋进的多民族国家。 

五、发展展望 
民族文化传承不等同于文化传递或传播，民族文化的传承应

是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在学校教育中，要尽量避免文化
的静态传承，避免学生成为民族文化的“传递者”，而应该培养
学生的民族自觉和创新意识，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要实现学校教育更好地传承民族文化，就要把握好民族文化传承
的内容和形式，结合青少年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能力，应对当
今社会的现实状况，有针对性地展开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民族文
化的传承和创新，既要认同主流文化，要继承和保持自己民族的
文化特征，同时还要学习、吸收其他优于本民族的一些异民族的
文化成果。学校教育在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民族
认同感是帮助学生走向社会，融入地方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民
族文化共生系统的重要保证。主流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二元关系是
传统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核心。学校教育因其教育环境、教育主
体、知识储备等条件，具有恰当处理好二者关系的独特优势，利
用好这一优势，就能使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发展、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