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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社会，随着全球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不断推进，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已成为一个不容忽

视且日益迫切的任务。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历史与智慧的结晶，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与此同时，爱国主义教育在高校

教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认同感以及激发其爱国情怀具有深远的意义。面对这一背景，本文旨

在深入探讨非遗民俗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融合与实践路径，旨在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既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又

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为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强烈国家责任感的优秀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非遗民俗文化；爱国主义教育；高校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智慧的璀璨结晶，不仅承载着深

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化内涵，还蕴含着无尽的精神价值，是

连接民族过去与未来的重要纽带。而爱国主义教育，则是高校教

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激发

他们的爱国热情，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巩固国家认同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将非遗民俗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不仅能够

有效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确保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

延续和发展，还能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引

导他们深刻理解民族文化的精髓，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与

自豪感，为培养具有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怀的新时代青年奠定坚实

基础。

一、非遗民俗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概述

（一）非遗民俗文化

非遗民俗文化，这一术语涵盖了各族人民历经世代相传，并

被深深珍视为其文化遗产核心组成部分的各类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实物遗存与特定场所。它不仅囊括了丰富多

彩的口头传统与表现形式，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

还包含了生动多样的表演艺术，如戏曲、舞蹈、音乐等，这些艺

术形式以其独特的魅力展现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力。此外，

非遗民俗文化还涉及广泛的社会实践、仪式庆典与节庆活动，这

些活动不仅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凝聚力和文化传承

的重要载体。同时，它还包含了关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体系与

实践活动，如天文历法、农耕习俗等，以及精湛的传统手工艺，

如刺绣、陶艺、木雕等，这些技艺不仅体现了民族的智慧与匠心，

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将非遗民俗文化视为一

个整体，我们不难发现，它不仅是民族记忆的生动记录，更是连

接过去与未来，促进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创造力持续发展的重要纽

带。

（二）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深刻而全面的教育过程，它旨在通过一

系列精心设计的教育手段，如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文化体验等，

深入培养人们对祖国、民族以及丰富文化的深厚热爱与坚定忠诚。

这一教育过程的核心目标，在于强化个体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激发其内心深处的自豪感，使每个人都能深刻认识到自己作为民

族一员所肩负的崇高责任与使命。通过爱国主义教育，人们不仅

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

还能在内心深处树立起为国家繁荣昌盛、为民族团结进步、为人

民幸福安康而不懈奋斗的崇高信念与强烈责任感。爱国主义教育

不仅关乎个人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追求，更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

民族的永续发展，是塑造新时代公民精神风貌、推动社会和谐进

步的重要基石。

二、非遗民俗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在高校中的融合意义

（一）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通过将非遗民俗文化巧妙地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之中，我们不

仅能够为学生提供一扇深入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的窗口，还能进

一步激发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浓厚兴趣与深切情感。在这一过程

中，学生们将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那些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民族

智慧的传统文化精髓，从而在心灵深处种下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的种子。这种认同感和自豪感，是推动民族文化不断繁

荣发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基石。

（二）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非遗民俗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爱国主义教育资

源宝库。它蕴含着无数感人至深的历史故事、英勇无畏的英雄事迹，

以及那些闪耀着民族精神的传奇篇章。将这些宝贵资源融入爱国

主义教育之中，无疑将为我们的教育内容增添一抹生动而具体的

色彩。通过讲述这些故事，我们能够更加直观地向学生们展示中

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情

怀与报国热情。

（三）培养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在非遗民俗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学生们

不仅能够获得丰富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还能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锤

炼自己的创新思维和跨学科综合能力。非遗民俗文化的学习与研

究，往往需要学生们跨越学科界限，综合运用多种知识与技能来

解决问题。这种跨学科的学习模式，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还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为他们在未来的学习与工作中

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更为坚实的能力基础。

三、非遗民俗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在高校中的实践策略

（一）开设非遗民俗文化课程

高校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可以积极发挥其在非

遗民俗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融合中的独特作用。具体而言，高校

可以精心开设一系列与非遗民俗文化紧密相关的课程，如“非遗

概论”、“民间艺术欣赏”等，这些课程不仅涵盖了非遗文化的

深厚历史背景、独特艺术特点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体现，还

通过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方式，如案例分析、互动讨论、实地考

察等，引导学生深入探索非遗文化的奥秘，感受其独特的魅力。

例如，以“非遗概论”课程为例，教师可以从非遗的定义、

分类、保护现状等多个维度出发，为学生构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

知识框架。通过讲述如昆曲、剪纸、皮影戏等非遗项目的历史故事，

学生们能够深刻体会到这些传统文化瑰宝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与民族精神。同时，教师还可以结合当下非遗保护的实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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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有效传承与发展非遗文化，从而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与保护意识。而在“民间艺术欣赏”课程中，

教师则可以带领学生走进民间艺术的世界，通过欣赏与解析各种

民间艺术作品，如刺绣、泥塑、木雕等，让学生们领略到民间艺

术的独特韵味与精湛技艺。这种直观而生动的教学方式，不仅能

够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还能让他们在实践中感受到非遗文化的

魅力，进而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与保护责任感。通过这些课程的

开设与实施，高校不仅能够有效推动非遗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还能在青年学生中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为培养具有文化自信与

民族情怀的新时代人才贡献力量。

（二）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

高校作为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播的重要平台，在推动非遗民俗

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融合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让学

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并深入了解非遗技艺

的传承与发展，高校可以积极邀请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开展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讲座、技艺演示和互动活动。

高校可以邀请国家级或省级非遗传承人，如剪纸大师、皮影

戏传承人、刺绣高手等，来到学校举办专题讲座。在讲座中，传

承人不仅会详细介绍各自所从事的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艺术特

点以及当前的保护现状，还会分享自己在传承与发展非遗文化过

程中的心路历程与宝贵经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不仅能够

让学生们对非遗文化有更加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还能激发他们对

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与保护意识。

传承人还可以在校园内进行现场技艺演示。他们运用娴熟的

手法，将一张张普通的纸张变成精美的剪纸作品，将一块块平凡

的布料绣成栩栩如生的图案，或是操纵着皮影戏中的角色在幕布

上演绎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技艺演示不仅让学生们大开眼

界，更让他们深刻体会到非遗技艺的精湛与独特。在演示过程中，

学生们还有机会与传承人进行互动交流，亲自体验非遗技艺的魅

力，这种亲身体验无疑会加深他们对非遗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校园文化活动作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提供

与非遗传承人近距离接触的平台，让学生们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

到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传统，从而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

心与自豪感。他们将从传承人的身上学习到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

坚守，这种精神将激励他们在未来的学习与生活中，更加积极地

传承与发展非遗文化，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

力量。通过这些活动的举办，高校不仅能够有效推动非遗民俗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还能在青年学生中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为培

养具有文化自信与民族情怀的新时代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三）开展非遗文化社会实践活动

高校作为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在推动非遗民俗

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的过程中，组织学生参与非遗文化

社会实践活动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举措。通过精心策划和实施一系

列实践活动，如参观非遗传承基地、参与非遗技艺体验等，高校

能够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深入了解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

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为培养具有文化情怀与社会

担当的新时代人才贡献力量。

高校可以组织学生前往那些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精湛技艺

的非遗传承基地进行实地探访。在这里，学生们可以近距离观察

到非遗传承人如何运用传统技艺，将一块块普通的材料转化为精

美的艺术品。无论是刺绣、剪纸、木雕，还是陶艺、皮影戏，每

一项技艺都蕴含着无数代匠人的智慧与汗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瑰宝。通过参观，学生们不仅能够亲眼目睹非遗技艺的制作

过程，还能与传承人进行互动交流，了解他们在传承与发展非遗

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这种亲身体验，将使学生们对

非遗文化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激发他们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

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高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前往非遗工坊，让他们亲身体验非遗技

艺的魅力。在刺绣工坊里，学生们可以亲手学习如何运用针线在

布料上绣出精美的图案；在陶艺工坊中，他们可以亲手塑造出一

个个独特的陶制品；在皮影戏表演现场，他们可以亲手操作皮影

角色，感受传统戏剧的韵味。这些实践活动不仅能够让学生们更

加深入地了解非遗技艺的制作过程，还能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与

创造力，为他们未来的学习与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四）构建非遗文化育人机制

高校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平台，应当积极构建非遗文

化育人机制，将非遗文化深度融入思政育人体系之中，通过社会

实践、专业设计、思政课堂等多种途径，全面宣传和传播非遗文

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以此探索构建高校思政爱国主义育人

新体系，为培养具有文化情怀、社会担当与爱国情怀的新时代人

才贡献力量。

在构建非遗文化育人机制的过程中，社会实践是不可或缺的

一环。高校可以组织学生前往非遗传承基地、工坊等地进行实地

考察与体验，让学生们亲身体验非遗技艺的制作过程，感受非遗

文化的独特魅力。学生们可以走进刺绣工坊，亲手学习如何在布

料上绣出精美的图案；可以参观陶艺工坊，了解陶艺的制作工艺

与历史背景；还可以参与皮影戏表演，感受传统戏剧的韵味与魅力。

这些实践活动不仅能够让学生们真正走进非遗文化，还能激发他

们的创新思维与创造力，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高校还可以将非遗文化融入思政课程内容之中，通过讲述非

遗文化的历史故事、传承现状与发展前景，引导学生们更加深入

地了解非遗文化的价值与意义。邀请非遗传承人走进思政课堂，

与学生们分享自己在传承与发展非遗文化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与宝

贵经验，以此激发学生们对非遗文化的热爱与尊重，培养他们的

文化自觉与自信。通过这些途径的实施，高校不仅能够有效推动

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还能在青年学生中播下爱国情怀的种子。

学生们在了解非遗文化的过程中，将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悠久而

灿烂的文化传统，从而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四、结语

非遗民俗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的融合与实践，是传承和弘扬

传统文化、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培养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

重要途径。高校应积极探索和实践这一融合模式，为培养具有家

国情怀、民族精神的优秀人才贡献力量。同时，政府和社会各界

也应给予支持和关注，共同推动非遗民俗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的

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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