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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中等职业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实践传承模式探索 
——以面塑工艺为例研究文献综述 

◆苏  敏  彭  丽  廖丽娟 

（广西桂林商贸旅游技工学校  广西桂林  541000） 

 
近些年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面塑工艺的保护与传承一

直被社会各界所关注，专家学者也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
究，不少学者对于中等职业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实践的传承
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有对中等职业学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教学实践与组织形式方面给予了一些有价值的论述，在进行本
课题的研究之前，通过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深
入的探究，并对本课题的研究资料进行有效的归纳，以下几方面
的论述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有很好的研究价值。 

一、关于民间技艺传承人，一些学者认为民间艺人应当作为
传承的主体，发挥其能动性。 

中职院校参与民间技艺传承，急需将本地区具有影响的艺人
和其所带技艺纳入中职办学体系中来，开放式办学，由艺人承包
项目，和中职院校同时打造民间艺术专业，有需求，有出口，解
决了民间技艺传人学历和文化素质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标准研
究》中指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载体，能否选拔出合格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将直接关系到这类中华文明活遗产能
否得到传承的问题。分析和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的
五大标准，指出被认定人所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祖先所创造
的、必须亲自参与活态传承、必须原汁原味地传承、必须自觉传
授给后人，并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只有具备
这些条件才有资格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二、对于中等职业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所具备的潜力与
面临的生源问题。 

有的学者指出中等职业院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的可
行性、生源问题与就业前景。罗秋怡在《民族地区中职艺术专业
教学传承创新民族技艺的研究》中指出每一项传统工艺，都是民
族智慧的结晶，都有着它本身的历史使命。在我国许多区域，都
有着独特的民间手工技艺，这些技艺反映了一个区域独有的特
点，反映了该区域人民的智慧结晶。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发
展，这些民族技艺面临着失传的尴尬境地。因此，民族地区中职
艺术院校需要肩负起传承以及创新民族技巧的重任，要成为保护
这些非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 

马双在《沈阳市公立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管理问题研究》中指
出在职业教育体制进行深入改革的今天，尽管我国着力发展“面
向人人”的中等职业教育，但近年来，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形
势越来越不乐观，普遍出现“招生难”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中
等职业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深入探究影响中职招生难的原
因，寻求解决对策，有效突破这一“进口”难环节，已成为目前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迫切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而在中等职业院校
中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也面临生源问题，而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转移为中等职业院校提供了一部分生源。 

任亚杰在《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中
指出了在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变化与
挑战下，更需要大量专门人才和大批高素质劳动者来驱动经济发
展。而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促使农村劳动力由传统农业向城
市非农产业转移，但许多劳动力由于受教育水平、劳动技能所限
大多只能从事低层次、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在向其他产业、行业
转移时受到很大阻力。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与经济社会发展
联系最密切的教育类型，承担着为国家培育技术型、创新型人才
的重任，是解决我国“技工荒”问题的有效选择。因此研究职业
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对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具有
重要意义。发展农村的职业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提
升农民的综合素养，将农村劳动力转化为新型城乡第三产业劳动
力与生产力也是中等职业学校发展有效途径。 

三、对于中等职业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实践承担的社
会责任，有的学者认为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方面，中等职

业院校应当承当的重要的社会责任 
张如静在《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现状分析——以百色市为例》一文中指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
个地区地方传统、生活历史和精神观念的结晶，是该地区最为宝
贵的资源和财富，为了延续民族古老文化的生命力，使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活化石”得以长久保存并继续发扬光大，民族地区的
学校教育有责任为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四、关于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实践中师资建设、教学模
式、人才培养与教学创新等方面，有的学者提出了师徒制度。 

师徒教育方式相对于学校教育方式而言还是有一定的弊端，
主要是因为学校教育可以将所有的资源更好地集中在一起，有利
于学生的更好地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并形成良好的
学习氛围，但是师徒制度依然有它自身的优越性，在统一的学校
教育中，可以实现有针对性教学，最大的限度的结合学生的个性
特点进行教学，这是在中职院校中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实践
的有效尝试。 

吴雯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的师徒传承制--以海
上书家为例》中指出当代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逐渐衰微，
快速的现代化进程改变了原有的文化生态，传承路径也相应发生
了变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之下，由政府主导的依靠
学校教育传承正成为主流的传承途经，但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
“父子相传，师徒授受”模式的效用，尤其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
重视似乎不是通过政府的决策、学校教育、媒体传播可以完全替
代的。传统的师徒关系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即人文精神
与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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