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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民族特色劳动教育课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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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关系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长远大计。少数民

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传统劳动技艺是各族人民劳动与智慧的创造结晶。论文立足新时

代民族文化传承和劳动教育发展实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特点，以

劳动教育为依托，以劳动技艺调研、民族文化研究、劳动教育实践为支撑，打造民族特色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并对

其价值意蕴进行探析与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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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s a long-term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ducation. Ethnic minorit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labor skills of ethnic minorities are the creativ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labor 
and wisdom of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main line of casting a firm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cusing on 
the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based on labor education, supported by research on 
labor skills, research on national culture, and practice of labor education, to create a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labor education, and to analyze and elaborate on the value and implication of its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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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劳动教育凝聚民族精神，技艺传承创发全新模式。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

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

能枝繁叶茂”。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将劳动、信息科技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完

全独立出来，科学、综合实践活动起始年级提前至一年级，

劳动课将成为义务教育阶段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中小学课

堂。将少数民族传统技艺融入劳动教育，不仅可以让学生更

好地了解和传承民族文化，创新劳动教育体系，还有助于让

劳动教育和非遗文化传承在相互促进中实现共赢。论文以浙

江省传梭博物馆为例，从价值、困境、内涵、路径四重维度，

深入探索“少数民族非遗＋劳动教育”模式。

1 价值导向

1.1 劳动教育对学生各阶段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强调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2020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劳动教育是国民

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

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将劳动教育纳入中小

学国家课程方案和职业院校、普通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案。

将少数民族传统技艺融入劳动教育，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综

合素质，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而且对于完善劳

动教育体系、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意义。

1.2 劳动教育对少数民族技艺传承注入新活力
劳动传承，技艺焕新。将劳动教育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劳动教育课程，是时代发展的必

然要求。2022 年 12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以全国首个纺梭主题博物馆——传梭博物

馆为例，该博物馆不仅是一座展示纺梭历史、乡土文化、手

工技艺的综合性乡村博物馆，也是全国性民族非遗传承的重



教育与研究 6卷 10 期 ISSN：2705-0904(Print)；2705-0874(Online)

310

要窗口。中国已经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

推动各民族非遗成为地方生活资源、文化资本和推进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通过劳动教育传承各民族文化的制作

手工艺、历史沿革与发展，有助于在梳理与保护传统手工艺

的同时，让手工艺实现在地活化，培养年轻一代对少数民族

技艺的兴趣和热爱，在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同

时，凸显劳动教育体系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价值。

1.3 劳动教育有助于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根基，同心共筑。“梭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成

为连接各民族共同记忆的纽带，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贵州省布依族阿妈的嫁妆梭、云南水沟头寨傈僳族老

人的入葬梭、藏族妈妈的家庭手工梭、西藏那曲的牧女梭……

它们以梭子为媒介，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紧密联系

在一起，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通过口述史访谈，

以“梭”为脉络深入挖掘每一把梭子背后的民族劳动记忆，

整合来自中国各个民族地区的文化，有助于缓解民族技艺与

记忆碎片化问题，体现民族历史文化的整体气势。以“梭文

化”为纽带，将这些散落的记忆碎片串联起来，不仅可以在

劳动教育的过程中追溯历史、传承文化，更可以串联起普世

而隽永的民族回忆，形成一幅幅生动而深刻的民族历史画卷，

强化民族团结的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现实困境

中国少数民族劳动技艺中蕴含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然而少数民族劳动技艺中许多技艺面临大批日益式微的

风险，寻找新出路迫在眉睫。少数民族劳动教育的实施环节

存在诸多困境，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2.1 民族非遗文化“碎片化”与“边缘化”
非遗文化逐渐面临着碎片化的困境，其综合潜能尚未

得到充分释放。北京智库近期的一项调研显示，制作工艺、

曲艺失传已成为非遗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危机。据调研结果，

高达 70.59% 的受访非遗传承人对“部分制作工艺失传”是

非遗发展面临的危机表示赞同。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中，

少数民族非遗文化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土壤，

导致其传承和发展面临诸多困境。以少数民族纺织技艺为

例，传梭博物馆中 23000 多把梭子中，许多梭子所有人已过

世，相应村落的传统土布纺织的手工技艺，如仫佬族“土布”

制作工艺也面临着失传危机。这种失传现象不仅使非遗文化

的多样性受到威胁，也限制了其综合潜能的挖掘。

2.2 民族非遗传承的方式与途径有待完善
劳动技艺与民族非遗传承的方式及传授对象呈现出相

对单一的特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创新研

究》一文指出，当前少数民族非遗传承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有：

一是部分非遗项目的传承仅限于少数民族内部，缺乏跨文化

的交流与融合；二是传承时间安排与义务教育相冲突，影响

了年轻一代的参与和学习。目前传梭博物馆技艺传承的主要

方式有赖于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方式，或通过博物馆进行有限

度的传播。这种传承模式导致传授对象主要局限于特定的社

会群体，无法有效扩大至更广泛的人群，从而限制了少数民

族技艺与文化的普及与认知。劳动技艺传授对象主要局限在

某些特定的群体，导致其传承效率有待提升，还需通过更广

泛的教育形式发掘与传扬更深层更广泛的文化价值。

2.3 民族团结观念有待融入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当前，中国众多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缺乏系统化、专业化、

创新化、精准化。将各民族“梭文化”融入浙江省地方劳

动教育课程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然而，在浙江省的

劳动教育课程中，以“梭文化”为代表的中华各民族传统技

艺的内容并未得到充分体现。这表明，目前浙江省的劳动教

育课程仍主要停留在传统的劳动技能和知识的传授上，缺乏

对历史叙事和民族文化元素的深入挖掘和整合。这导致年青

一代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较为基础、浅表的层面，

无法真正理解劳动教育的深层内涵和价值。因此，为推动浙

江省劳动教育课程的发展，仍需充分利用地方性民族文化资

源，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劳动教育课程，培养学生形

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内涵意旨

3.1 非遗技艺中的劳动美学
“技艺”偏重劳动美学本身，聚焦于纺织工序与造物

器材的设计。在劳动中融入美育的观点，有助于剖析传梭博

物馆“土布纺织”非遗文化的精巧性，以民族非遗所凝聚

的智慧结晶唤起民族自信。以传梭博物馆的土布纺织技术为

例，其作为一项古老而精湛的手艺，工序复杂、技艺高超。

通过劳动教育将土布纺织技术的具体工序技艺传授，有助于

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劳动的乐趣和互动性。通过引导学生对土

布纺织技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让他们发现其中的不足

和问题，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这种

教学方式不仅符合学生乐寓于教的学习目标，还能让学生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到劳动的美。

3.2 历史记忆中的家国共鸣
“记忆”侧重历史性叙事，以挖掘每一把梭子背后所

蕴含的往事。梭，织布机上牵引经线和纬线交织的工具。早

在战国及汉代之际，中华先民就已开始使用梭子进行纺织生

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梭子不断得到改良和完善，成为纺织

技术发展的重要见证。将“梭子”演变历史融入少数民族劳

动教育课程，通过阐释从最初的原始腰机，到后来的缫车、

纺车、织机，梭子在历史中见证了各民族、各地区的技艺传

承和文化交融。用历史文脉串联民族共同的传统劳动记忆，

能够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文脉，感受民族共同的传统劳

动记忆，唤起乡土情感与家国情怀。

3.3 多元一体中的民族同心
围绕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特点，打造少数民

族特色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统一是中华文

化的根本特性，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传梭

博物馆中，56 个民族的纺梭千姿百态，材质多样，印证了

各民族互动交融、多元一体的特征。例如云南苗族的纺梭大

而扁长，有些会采用银饰镶嵌；贵州彝族的纺梭大多细长，

精致灵巧，图案与自然息息相关；广西壮族的纺梭大而宽长；

西藏藏族的纺梭如牛角般呈现一定的弧度，两头常常嵌入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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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尖，粗犷而不失细腻。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特色，

是其深厚的底蕴和独特魅力的体现，劳动教育过程聚焦民族

非遗文化中的共性，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有

助于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增强民族自豪感

和文化自信，培养学生形成中华各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路径探究

依托民族统战基地资源，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以配

套的教材体系、课程体系、成长档案体系、文旅推广体系（四

大产品服务）赋予民族非遗全新活力。

4.1 前期调研：数字库建档
梭子文化不仅是各民族土布纺织非遗文化传承的载体，

更是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交织的历史见证。从历史与艺术的

双重角度切入，历史学层面上，传梭博物馆的梭子承载着无

数传承人的心血与智慧，结合当今数字化技术开展口述史访

谈，有助于深入挖掘传梭博物馆中的 23000 多把梭子的背后

故事。依托综合性的传梭博物馆，将调研的范围延伸至全国

各地区，通过对每一把“梭子”的历史口述，将处于流失边

缘的民族记忆编入数据库系统。艺术层面上，从专业文化设

计角度切入，把握传统手工艺的手续、梭子本身的设计，探

索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在完成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对采访内

容进行逐字稿整理，视频影像、音频的上传，以民族归属为

基本维度开展划分分类工作，将归档文件装订、排列、编号、

编目、盒装，同时依托数字库的数字化技术，实现对民族非

遗文化方面的数字化建档工作。

4.2 课程构建：教材与课程体系
4.2.1 教材体系

寓教于乐——“趣味教材”。劳动教育教材在设计上

以高趣味和高互动为主，并且融合现阶段学生乐寓于教的学

习目标。在教材内容上各个板块主要以少数民族特色的服饰

为主，展示由传梭体现的纺织手工技艺和纺梭历史。除此之

外在每个板块后面还设计了绘画、手工等内容形式，给学生

提供在纸上即可动手探索、了解相关民族工艺流程的可能

性。教材设计将多种感官体验最大可能性结合在一起，便于

让学生感知接受书本传递的信息。

4.2.2 课程体系
沉浸式体验——“梭子课堂”。在每一节课程中安排

一个特定的带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工艺物品，如以“梭子”作

为课堂的主角。通过设置简短历史情景剧的方式，对梭子的

“出生地”进行发掘，在古代与现代、陈旧与鲜活的比较中，

讲述其背后的故事，让学生加深对梭子“前世今生”的认知

深度，感受到民族非遗的传承。为了能够让学生更加身临其

境的场景移情体验，在情景剧结束后利用梭子制作穿越千年

时空古今对话的融媒体产品，并且通过 VR 技术进行展示传

播，以“时空”穿梭的形式引导学生了解民族的劳动技艺、

人文故事，真正演绎“从历史走向未来”。

4.3 后期评估：成长档案体系
针对少数民族劳动教育设计有效性，开展科学化的信

息评估。从设计教材内容四大板块出发，打破以往课程评估

一概以考试、测验来检测学习成果的方式。通过让学生独自

体验完成扎染和纺纱制作的形式，来检测学生的实时反馈民

族劳动教育的学习情况，为对相应学科的课程目标、课程内

容、课程实施的价值作出判断，对课程评价开展再评价，从

而引导学生在获得民族劳动教育的同时也能发挥他们的想

象力和动手能力的。邀请公益事业专业评估单位结合学生在

制作中的整体表现将收集到的作品从多种维度如创造力、动

手能力等方面进行评分，以此来考查学生相关学习成果。并

将每个学生的考察结果进行优势和弱势划分建立信息数据

档案，以便之后在课堂上对薄弱点进行专门化改进，从而来

加强学生民族劳动教育意识。

5 结语

少数民族传统技艺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之

一，是各族人民劳动与智慧的创造结晶。劳动教育作为民

族技艺传承的重要途径，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物质性的技艺，

更在于培养他们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

尊重。劳动教育正是民族技艺在教育领域传承的有效手段。

立足“传承”二字，劳动教育不应该仅停留在物质性的技艺

层面，更在于培养学生的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念。以浙江省传

梭博物馆为例，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劳动技艺与少数民族非遗

文化的传承模式，将非遗保护传承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之中，

以教育的力量推动文化传承，为少数民族非遗文化注入持久

而鲜活的生命力，从而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

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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