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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职院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任，经济发展对技能型人才提出了更高素质要求。职业院校的学生在未来能

够有更高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那就不仅需要掌握一门技能，而且更要注重文化素养的熏陶。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的民族文化的

重要组成内容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将少数民族文化融入高校文化建设，是提高大学生文化自信丰富大学生活的重

要渠道。也是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和开阔学生视野的有效手段。当然也是实现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创新发展与中华传统文化

永续传承的双赢。文章对少数民族文化在高职院校的开展方面的现状和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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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尊重、保护和传承少数民

族优秀文化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和生命力，当代大学生不仅担负着建设未

来社会的历史重任，而且传承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的重任不可置否地落在了他们的肩

上。因此，为了可以增强、丰富高职院校

文化建设的内涵，促进高职院校文化建设

得到更加丰富的发展。高职院校文化建设

中融入少数民族文化是加强高职院校文化

建设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和方式。当然，

将少数民族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文化建设

中，同时也可以起到保护、传承少数民族

文化的作用。本文主要探讨少数民族文化

融入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现状和意义。

一、少数民族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文化

建设的现状

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经历了悠久历史

的积淀而具有了丰富的内涵，也具有丰富

多彩的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可以说少数

民族文化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宝库。我国

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俗文化。形成了

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信仰意识、性格品

质、礼仪风俗和节日庆典等，少数民族文

化在民族地区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产生了重

要的教化和娱乐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地区与地区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

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大降低了少数

民族的风俗文化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的地

位和影响力，尤其是对于 90后、00后的

影响就不足为道。高职院校作为文化素质

较高的青年集中的地方，少数民族文化

在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中的比例也微乎其

微，当然少数民族文化就很难在高职院校

文化建设中产生它应有的作用 [1]。

（一）少数民族学生与内地的交流越

来越频繁

以我校——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为例。近几年，高校不断扩招，我校也

不例外，据统计，我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人

数已超过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二。他们主

要来自比如四川凉山的彝族、重庆石柱的

土家族、贵州的苗族、西藏藏族及新疆的

维吾尔族等等。这些少数民族文化形态各

异，内容精彩纷呈。但总的来说少数民族

文化蕴涵着丰富的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人

际和谐的追求。民族的文化同样是历史的

见证，尽管当前在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之下，

但对于新时代中华民族来说依然面临一项

十分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维护各民族团结、

实现国家统一、复兴民族大业。重庆水利

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从 2012 年实施 2+3 单

招政策以来，少数民族人数从每班平均2、

3 人升至 2015 年底每班平均 9、10 人。

从该数据可以看出到内地读书的少数民族

学生人数也越来越多。

（二）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中鲜有少数

民族文化的宣传

众所周知，我国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

治，我国的少数民族通常集中在某一区域

里生存和发展，因此在一个特定区域少数

民族文化便诞生并得以继承和发展。同理，

由于在网络时代的新媒体和汉文化的影响

之下，少数民族文化逐渐淡出少数民族大

众的日常生活和娱乐习惯、方式，少数民

族年轻人对本民族文化越来越忽视，而追

逐所谓的时尚。诚然，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创新的人也越来越少，导致少数民族文化

的发展受阻。少数民族风俗文化活动往往

只出现在景区的表演舞台上。在这样的情

况下对于高职院校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极为

不利。高职院校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

然而，实际上，高职院校对于少数民族学

生更多的是从生活上加以关怀，比如我校

就为此专门建设了清真食堂。加之多数高

校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氛围普遍不够浓，校

园媒体、校园文化设施等阵地和学生社团

主动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热情不高。因此，

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却少之又少。少

数民族文化在高职院校的宣传不到位，导

致少数民族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就

彰显得很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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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对少数民族

文化重视不够

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原生地是在少数

民族特定区域，一旦离开这一特定区域和

特定人群，少数民族文化就没有相应的存

活空间。由于流行区域和受众的局限性，

少数民族文化内容在当代逐渐淡出主流文

化视野的倾向。虽然近年来各高校非常重

视传统文化进校园，但传统文化难以迎合

年轻人的喜好，因此收效甚微。同样，高

职院校的文化建设中难以见到少数民族文

化的身影，当前，高职院校对于少数民族

文化建设和传播师资队伍和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更是缺乏。

（四）少数民族文化在高校的传播途

径较少

随着高职院校扩招以来，我校学生生

源越来越广泛。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少数民

族学生。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来自不同地区的生源，他们往往带有不同

的文化背景、文化知识结构和不同的认知

模式。尤其是来自汉族地区的学生，少数

民族文化及其风俗对于他们来说是有极大

的陌生感和好奇感的，致使来自少数民族

地区的大学生很少有机会去传播自己民族

文化的机会，非少数民族大学生或其他少

数民族的大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少数民族

文化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

之美很难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展现，当

然更难谈到少数民族文化在高职校园文化

建设中成为常态化之举。诚然，少数民族

文化建设在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中呈现的现

状，其实就是少数民族文化在高职院校文

化建设的传播途径甚少。

二、少数民族文化融入高职校园文化

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文

化建设，可以说是促进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各少数民族作为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人民

创造了许多独具特色和富有成就的物质文

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可以说我国少

数民族文化精彩纷呈，包含了这个民族的

历史、信仰、习惯，且极具浓郁的地域色

彩，其悠久的文化早已融入该民族的血脉。

同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内在蕴含的价值

诉求、伦理道德、思想观念及其人文精神

和道德规范挖掘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与当代爱国教育存在着

重要的关联性与契合性，可以说是我国传

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并且，我国少数民族

人民具有开放、包容、进取的品格，在历

史的长河中我国各少数民族为维护祖国的

统一、民族的团结和边疆社会的稳定，作

出了重要贡献。在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中主

动融入少数民族文化，使少数民族文化成

为一所大学、特别是民族自治区域或少数

民族较多地区大学的文化特点，可以极大

促进高校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校园

文化建设。在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化教

育教学中，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少数民族文

化的历史地位，在古为今用中进一步坚定

文化自信，推动高校文化建设创新 [2]。

在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少数民族

文化这类具有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多元化

元素，有助于大学生树立起文化自觉和民

族文化自信。

（二）丰富高职院校学生文化生活

在网络时代，随着自媒体的发展，

高职院校学生的生活除了上课，往往更多

的时间则是在手机网上度过的。当代大学

生在流行艺术的环境中成长，长期浸润于

文化快餐，这显然不利于当代大学生健康

的身体、健康的心理及健康人际关系的塑

造和发展。一个身体、心理出现了问题，

难以形成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大学生是难以

适应经济发展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的。因此，丰富大学生们的校园文化生活，

充分利用少数民族精彩纷呈的文化瑰宝，

从而增强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趣味性和吸

引力，从而有助于推动高职院校以文化人

功能，同时也能够有力促进中华各民族传

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由此可见，推动少

数民族文化在高职院校的宣传和开展，不

仅有利于丰富大学生的文化生活，而且对

于培养大学生对民族传统艺术的爱好和欣

赏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我国文化名人

冯骥才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访谈中提到，

他反对把民族地区的旅游作为捞钱快的手

段。而应让大众去欣赏、了解自己的文化，

让居民都以自己的文化为荣。那么我们才

会把历史文明当成一回事，把我们的民族

传统文化加强保护传承下来。在高职院校

文化建设过程中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元素，

可以让年轻人关注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

化对大学生精神塑造和道德观引领的作用

是潜移默化的，通过将少数民族文化融入

高校文化建设体系，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慎

独、内省、主敬、养气的文化自觉，潜移

默化地影响其内在品质。让知识青年能够

自觉地对自己世世代代传承的文化心生敬

畏，并把它传承、发扬下去。从而不断

提升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中中华传统文化气

质，提升高校文化建设中彰显崇高的价值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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