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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文化建设路径初探 

李 纯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2160 

 

摘要：高职院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任，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过程中，需要注重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能

力和开阔学生视野。在高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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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有助于大学生开放心态、开阔视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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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少数民族文化融入高职院校路径进行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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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发

展，国家的普惠政策越来越惠及到每一个学子，当然

也包括我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子弟，由于历史的原因，

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速度滞后于东部地区，因此，

国家通过设立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少数

民族学生招生比率等举措，因地制宜地合理配置教育

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既提高了少数民族学生接受高等

教育的比率，也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根据

教育部 2019 年教育数据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高校

数量比例已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
[1]
。以我

校——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学院的少数

民族学生近几年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广泛。 

1 少数民族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可

行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指出：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是由绚烂多姿的多民族文化组成，利用

绚烂多姿的少数民族文化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开

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

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高职院校文化建设是人才培

养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才培养的载体，大学校园的生

态环境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文化建设的目标是以促成

学生形成良好职业素养和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及审美情

趣，从而有效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整体素养。 

少数民族文化融入高职学校文化建设，能够丰富

高职院校的办学资源，凸显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我

国少数民族文化特色鲜明，除了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

饮食，如特色饮食如酸鱼、酸肉等外，更重要的是富

有民族特色的主要民俗文化活动形态：比如藏族新年；

壮族击鼓祭祖的铜鼓节、“请蛙婆”、“唱蛙婆”“孝蛙

婆”“葬蛙婆”等独具民族特色的祭祀仪式的蛙婆节；

苗族的山歌节；彝族的火把节；侗族的侗年，侗年是

侗族最重要的仪式是“斗莎”（即唱祭祖歌）、侗族除

了侗年外还有富有侗族特色的刺绣、服饰；侗族的琵

琶歌、吹芦笙等民族歌舞类；各个少数民族文化这些

独具特色的丰富的表现形式，承载了少数民族人民如

何为人处世、明辨是非、勤俭持家、尊老爱幼的精神，

呈现出浓郁的地域色彩和民族色彩。这种富有民族特

色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中，不仅

可以参与高职院校的课程建设、学科建设、科研、文

化建设等，丰富高职学校的办学内容和特色；而且能

够将这种民族精神内化到学生的精神世界中去，更有

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可达到双赢的作用。 

2 少数民族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路

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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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

中坚力量，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因

此，少数民族文化必然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元素融入

高校文化建设中，将极大丰富高校文化建设的内涵，

推动高校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将少数民族文化融入

高校文化建设体系，同时可以起到保护少数民族文化

的作用。 

2.1 在活动中尝试：将少数民族文化融入高职院

校文化建设可以促进个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最近，贵州毕节一位语文老师火了。从今年 5 月

开始，这位老师带领全校 1600 多名学生在课间跟着他

跳起了民族舞，1600 多名学生热情高涨，非常欢迎这

不一样的课间操。对高职院校而言，真正从事少数民

族文化学习、研究的只是少部分师生，更多的师生需

要的是在接触和体验的层面将少数民族风俗文化活动

融入学校日常活动中。这种融入能够减少学生对少数

民族文化的陌生感，增强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兴趣，

从而承担起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责任。众所周知，很

多的少数民族人民是天生的音乐家、舞蹈家，他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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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善舞，多才多艺，在我所接触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学

生都比较乐意向其他同学讲述或展现他们本民族风俗

文化及歌舞，因此面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我们要给予

他们足够的文化理解和包容，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

基础上，在民族节日等重要的时间节点，为少数民族

大学生搭建平台，让愿意展示民族文化的学生们进行

交流与了解。此外，也可以依托学校的学生社团、组

建国学兴趣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讲团等宣讲平台，

进而开辟第二课堂培育场。
[3]
通过校园活动的开展，少

数民族大学生在展现自我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感受

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以活动为载体进行多

元化展示，少数民族大学生也能更深刻地体悟丰富多

彩的多民族文化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

进而加强民族团结意识。 

2.2 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在高职院校的推广力度 

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在高职院校的推广力度，从而

为少数民族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文化建设扫清障碍。少

数民族文化在一个特定区域诞生并流行，是与当地的

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同理，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落也

与当地民众娱乐方式和娱乐习惯的改变有关。在新媒

体和新文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在年轻人

越来越少，相应地，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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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

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增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宣

传和开展，不仅有利于丰富大学生的文化生活，而且

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对传统艺术的爱好和欣赏能力，是

高校的职责所在。增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方式和途

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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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水平有限，亟待加强

专业化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人才培养，提高少数民族文

化专业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 

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特定区域的传统文化符

号，离开某一特定区域和特定人群，少数民族文化就

没有相应的市场。流行区域和受众的局限性，少数民

族文化内容与现实脱节的价值倾向，在当代黯然失色，

有逐渐淡出主流文化视野之虞。虽然近年来各高校非

常重视传统文化进校园，但是收效甚微。少数民族文

化精神博大精深，风俗文化整理和改革工作量巨大，

高校具有学术研究和艺术人才优势。作为人才培养的

主要阵地，高校在文化建设中要更加重视少数民族文

化的传承与传播， 

 

2.3 拓展少数民族文化在高校的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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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来自于汉数地区的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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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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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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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更难谈少数民族文化在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中成为常

态化之举。这种状况反映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就是出

现校园文化建设的传播途径的缺失。因此务必加大少

数民族文化的宣传力度，开辟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途

径。在校园环境方面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在校园

文化活动中展示少数民族文化，当前，各个院校的校

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如在科技文化艺术节、文艺晚

会、社团等活动中，可引进少数民族服饰、乐器表演、

歌舞、刺绣等内容，让少数民族风俗文化走进学生的

视野。除此之外，也可在课堂、讲座中普及少数民族

文化，如邀请专家、传承人举办文化讲座，如以我校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多次邀请川江

号子的传承人到我校来讲学并指导节目的排练。可以

说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让我们领悟了川江号子在那

段历史时期人们在与大自然抗争过程中的勇气和生存

的不易。也可以在课堂上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使

更多学生了解少数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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