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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活化与高职立德树人协同的可行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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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旨在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活化与高等职业教育中立德树人理念的协同可行性。论文从教育内

容互补、教育方法创新、教育价值提升、协同育人实施的策略和建议等方面阐述了非遗活化的重要性，深入探讨了

非遗活化与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内在联系和潜在协同点。论文认为，通过将非遗活化融入高职教育中，不仅可以有

效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还能促进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专业技能的同步提升，实现教育与社会文化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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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revit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and the concept of mor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importance of 
revitaliz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plementary educational content, innovative educational 
methods, enhancement of educational value, and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t deeply explor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and potential synergies between revitaliz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concept of moral 
educ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by integra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nherit and promote national culture, but also promote the synchronous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humanistic literacy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achieving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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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

产（非遗）已经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非遗，作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文化的精髓，承载

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同时，高职教育作为培

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其“立德树人”的教育

理念旨在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

任感。将非遗活化与高职立德树人相结合，不仅有助于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能提升高职教育的内涵和品

质，实现教育与社会文化的良性互动。

2 教育内容互补：非遗活化与高职立德树人
教育本质的趋同性

非遗活化与高职立德树人的协同在教育内容方面具有

显著的互补性。非遗活化强调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与创新，如传统工艺、民间艺术、节庆活动等，这些内容富

含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是高职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高职立德树人则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道德品质和实践

能力，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将非遗活化内容融入高

职教育中，可以丰富课程内容，使学生在学习专业技能的同

时，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实现教育内容的互补与

提升。

2.1 技能传承与职业素养培养的互补
非遗活化中的技艺学习与实践，可以与高职教育中的

专业技能培养相结合。通过学习非遗技艺，学生可以掌握一

门独特的技能，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非遗技艺的

传承过程也强调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这与高职教育

中职业素养培养的要求相契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

和责任感。

2.2 文化传承与道德教育的互补
非遗活化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可以与高职教育中的

道德教育相结合。通过学习非遗文化，学生可以深入了解民

族文化的精髓和价值观，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这种

文化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提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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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素质。

2.3 实践体验与创新能力的互补
非遗活化注重实践体验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与高职

教育中强调的实践性和创新性相契合。通过参与非遗项目的

实践活动，学生可以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提升创新能力。这种实践体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创业意识，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 教育方法创新：非遗活化与高职立德树人
教育实践协同性

非遗活化是指通过挖掘、整理、传承和创新等方式，

使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高职立德树人则强调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学生的道德素质、职业素养和综合

能力提升。两者在文化传承、技能传承和人才培养方面存在

内在联系，为协同育人提供了可能。

3.1 引入非遗元素，丰富教育教学内容
高职教育可以引入非遗元素，如民间工艺、传统技艺、

民俗表演等，丰富教学内容。通过开设相关课程、举办非遗

讲座、组织实践活动等方式，让学生了解非遗的历史渊源、

文化内涵和技艺特点，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3.2 创新教学模式，实现非遗技艺传承
高职教育可以借鉴非遗传承方式，创新教学模式。如

采用师徒制、工作室制等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

掌握非遗技艺。同时，可以与非遗传承人合作，邀请他们走

进课堂，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传授技艺心得，实现非遗技艺

的有效传承。

3.3 结合产业需求，拓展非遗应用领域
高职教育可以结合产业需求，拓展非遗应用领域。通

过与相关行业企业合作，共同研发非遗产品、开发非遗旅游

项目等，推动非遗与现代产业的融合发展。这样既能提升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又能促进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的广

泛应用和传承发展。

3.4 构建评价体系，保障教育质量提升
高职教育可以构建非遗活化与立德树人相结合的评价

体系。通过制定合理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学生的学习

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可以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或行业

专家参与评价，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这样既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又能保障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

4 教育价值提升：非遗活化与高职立德树人
价值追求统一性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显得尤为重要。非遗活化作为一种创新的文化传承方

式，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高职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阵地，

通过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为非遗传承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

障。论文将深入探讨非遗活化与高职立德树人之间的协同作

用，以及它们如何共同促进教育价值的提升和人才培养的

拓展。

4.1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非遗文化的独特

价值
非遗活化是指通过创新的方式，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当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这种活化方式不仅有助于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

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在高职教育中，通过引入非遗活化理

念，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

价值，从而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4.2 促进教育价值提升，发挥非遗活化与高职育人

的协同作用
非遗活化与高职立德树人的协同作用，为高职教育的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将非遗项目融入

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还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髓。同时，非遗的传承与发展也为高职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实

践教学资源，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这种

协同作用不仅提升了高职教育的综合价值，还为非遗传承培

养了更多有才华、有情怀的传承人。

4.3 拓展人才培养途径，推动非遗活化在育人过程

中的实践应用
非遗活化与高职立德树人的协同作用，为高职教育提

供了新的人才培养途径。在高职教育中，可以通过设置非遗

相关课程、开展非遗实践项目等方式，让学生亲身参与非遗

的传承与发展。这种实践性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非遗活

化也为高职教育带来了更多与产业、社会相结合的实践机

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5 非遗活化与高职立德树人协同实施的策略
与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璀

璨瑰宝，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民族智慧，是中华文

明生生不息的见证。在高职教育中，将非遗活化与立德树人

相结合，不仅能够促进非遗的传承与保护，还能提升高职教

育的文化内涵和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推动传统文化的繁荣

与发展。

5.1 融入课程体系，培养非遗传承意识
高职教育的课程体系是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的关键。将非遗相关课程纳入课程体系，使学生在学习专业

技能的同时，了解非遗的历史、文化和价值，是培养非遗传

承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开设非遗选修课、实践课等，让学

生亲身参与非遗的学习和体验，从而加深对非遗的认识和尊

重。这样的课程设置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还能

为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培养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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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开展实践教学，深化非遗认知
实践教学是高职教育的重要环节，通过实践教学，学

生能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提升专业技

能。将非遗活化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可以组织学生参与非遗

项目的调研、保护和传承工作，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入了解非

遗的内涵和价值。同时，邀请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与学生

面对面交流，分享非遗技艺和经验，能够让学生更加直观地

感受非遗的魅力，从而加深对非遗的认知。

5.3 建立校企合作，推动非遗传承与保护
高职院校可以与非遗传承机构、企业等建立合作关系，

共同开展非遗活化项目。通过校企合作，可以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推动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同时，这种合作模式还

能为学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专业技

能，提升综合素质。校企合作的成功实践，不仅有助于非遗

的传承与保护，还能为高职教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5.4 加强师资培训，提升非遗教学能力
高职院校应加强对非遗相关师资的培训，提高教师的

非遗素养和教学能力。通过组织教师参加非遗培训、研讨会

等活动，使教师更加深入地了解非遗的历史、文化和技艺，

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参与非遗活化项目。教师的专业素养和

教学能力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兴趣，因此加强师资

培训对于非遗活化在高职教育中的推进至关重要。

5.5 创新传承方式，吸引年轻人参与
在非遗活化过程中，应注重创新传承方式，以吸引更

多年轻人参与非遗的传承与保护。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等可以为非遗的传承提供新的可能性，让非遗

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在年轻人面前。同时，结合时

尚元素、创意设计等，让非遗更加贴近年轻人的生活，激发

他们对非遗的兴趣和热情。创新传承方式不仅能够为非遗的

传承注入新的活力，还能让年轻人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魅力，从而更加珍惜和传承非遗。

6 结语

非遗活化与高职立德树人协同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长远价值。一方面，非遗活化需要借助现代教育的力量，

通过创新性的教育方式将非遗知识、技艺和精神内涵传授给

年轻一代。高职教育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教育类

型，具有培养实践能力强、职业素养高的技术技能人才的优

势。将非遗活化融入高职教育中，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专业技

能的同时，了解和掌握非遗知识，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高职教育的“立德树人”

理念强调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非遗作为民族

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通过将非遗文化

与高职德育教育相结合，可以让学生在感受非遗魅力的同

时，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

观念。

通过政策支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等途径，双方可

以实现协同合作，共同推动非遗的传承与发展以及高职教育

的价值提升。通过融入课程体系、开展实践教学、建立校

企合作、加强师资培训以及创新传承方式等策略与建议的实

施，可以促进非遗的传承与保护，提升高职教育的文化内涵

和人才培养质量。同时，也有助于加深年轻一代对非遗的认

识和尊重，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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