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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教育中的民族礼仪文化传承 
——以德宏为例 

◆李  梅 

（德宏州芒市职业教育中心  云南省德宏州芒市  678400） 

 
摘要：如何在中职教育中渗透民族礼仪文化传承成了少数民族聚集地区

中职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数民族地区德宏为例，从民族礼仪文

化的教学必要性分析出发，尝试探索一些教育理念和方法，并提出一些

建议，以求为更好的在少数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中开展民族礼仪文化

传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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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西部，州内有傣、景颇、阿
昌、德昂和傈僳五个世居少数民族，是傣族、景颇族、阿昌族、
德昂族四个少数民族全国聚居最多的地区。研究德宏中等职业教
育中的民族礼仪文化传承，对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这项教
育工作具有较强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一、中等职业教育中民族礼仪文化传承的必要性 
1、有利于推动民族之间礼仪文化相互尊重 
在德宏州一些职业教育学院中，少数民族比例较少的班级为

学生占比为 30%-40%，比例较多的班级可达到 60%-70%，并且
民族构成复杂，有些班级少数民族种类达到 5 种。如果不进行民
族礼仪文化教育，那么势必会出现因为不了解民族礼仪文化而犯
了“禁忌”，甚至会导致的一些伤害民族感情的事件发生。以德
宏州的阿昌族为例，阿昌族有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礼仪文化禁
忌。比如，祭祀礼仪方面，外人一律不能随意触摸移动家堂神龛；
居住礼仪文化方面，兄与弟各自成婚后，互不进对方卧室；饮食
礼仪文化方面，新媳妇在未生孩子前不能与丈夫的哥哥同桌吃饭
等等。在中职教育中进行民族礼仪文化学习，让各个民族之间对
相互礼仪文化有所了解，能够有效推进汉族与各个民族之间学生
形成相互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良好品德，增进与少数民族之间的
友谊与好感。 

2、推动民族之间礼仪文化的传承 
民族礼仪文化是一个地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少数民族

约定俗成的，并经过多年传承一直遵守着的行为文化。据统计，
在德宏一些职业学校中，90%以上的少数民族学生仍然保持着在
衣着、饮食方面的礼仪文化传承，但其中已经有 40%以上的学生
已经不知道这些礼仪文化的由来及象征意义。在少数民族在中等
职业教育中宣传推广优秀的民族礼仪文化，让少数民族学生在民
族礼仪文化观念逐渐弱化的今天，也能不忘初心，坚守民族礼仪
文化的传承，从而淳化少数民族道德生活风貌，扭转民族礼仪文
化消退化和同质化局面。 

3、促进中华各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交流 
民族礼仪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值得弘扬发展以

及向其他民族推介。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民族礼仪文化已经成为民
族文化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比如德宏地区的傣族节日礼仪文化
“泼水节”，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标志及民族名片。德宏州每
年也会举办泼水节，已经超越了民族界限，成为了一个全民狂欢
的节日，也成为了德宏民族文化、滇西美食、时尚时装的展示舞
台。其他民族同胞来专门选择泼水节期间来德宏地区旅游，就是
为了来感受一下泼水节的节日气氛。 

二、中等职业教育中民族礼仪文化传承的方法探究 
1、用民族歌舞文化艺术引导教学 
利用少数民族服饰艺术、歌舞艺术、音乐艺术等的交流，培

养中职学生对民族礼仪文化的美感程度，从而引导教学。比如，
德宏州的景颇族人喜欢跳舞，每逢喜庆便跳集体舞“整戈”，当
壮年人去世时，也会跳集体丧葬舞，特别是祭祀、欢庆性大型活
动时，还会跳著名的集体舞“目瑙纵歌”。在中职教育教学中，
就可以利用德宏的景颇族舞蹈和音乐对学生实施美感教育，让他
们了解景颇族舞蹈的艺术风格、特点，从中感受民族艺术的美，
发展学生的审美能力 

2、用民族传统工艺技术讲解辅助教学 
德宏傈僳族青年男女以物传信的小包“来苏”来传递爱意。

“来苏”是用布将花草或某种特定的实物包成四方形的小包，男
的一定要用细藤条捆扎小包，女的要用彩线捆扎小包，藤条和线
要捆扎成十字，不能打死结，线头要藏得巧妙不露痕迹。像这样
的作为男女相互表达爱意的媒介，在德宏地区数不胜数，比如，
德昂族男子送给女子系在腰间的“藤篾腰箍”，浇花节男子送给
女子的“竹篮”，还有景颇族的“树叶信”，傣族春节、泼水期间
男女之间相互丢的“花包”等等。在课堂上通过学习“来苏”等
这写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也能让学生零距离了解到少数民族表
达和传递爱意的民族礼仪文化，感受滇西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
的精美和实用，激发学生对民族礼仪文化美感培养。 

3、以民族传说故事推进教学 
传统民族礼仪文化故事和对于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少数民族

地区的礼仪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比如，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景
颇族创世英雄宁贯娃和龙女结婚的传说，让学生了解景颇族“过
草桥”的婚姻礼仪文化；讲解德昂族“狗为人类带来了种子”的
故事，让学生了解到德昂族在祭祀时先将新米饭喂狗的祭祀礼仪
文化由来等等。在教学中适当的增加一些民族故事，依托引人入
胜的故事情节和较强的代入感可以迅速调动学生对于民族地区
礼仪文化了解的欲望，让学生充分了解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礼仪
文化由来，从而帮助学生提高礼仪文化传承兴趣。 

三、关于中等职业教育中民族礼仪文化传承的一些建议 
1、实践代入法 
教师通过带领学生到德宏世居民族家庭做客、参加各种民族

等活动，让学生在观察、欣赏、感受和直接对话中了解少数民族
礼仪文化。还可以为学生创设各民族不同文化的教育环境，让他
们在这种环境中不知不觉学习到经验，让优秀的民族礼仪文化潜
移默化地影响和熏陶。 

2、协同交流法 
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发动人们搜集有关各民

族的图片资料、声像资料、手工艺品等。请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
者讲述本民族风土人情、礼仪节日、弹奏民族乐器、唱民族歌曲、
跳民族舞蹈，使学生从不同方面了解各民族礼仪文化。 

3、动态教学法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教师要按照新的民族礼仪文化传承要

求，丰富自身教学体系，建立动态教案，即随着教学的深入不断
在教案中融入民族礼仪文化的新思想、新理念，实现实时更新和
完善。 

结语 
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中等职业教育，必须与当地民族

礼仪文化相结合，让民族礼仪文化融入中职校园，走进课堂，充
分调动学生的兴趣爱好，让学生在快乐的环境中了解和掌握民族
礼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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