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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苗族中职学生民族文化认知状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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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家族、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两个民族，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的

民族文化特色逐渐被现代文明所同化，失去了本民族的特点。在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过程中，中职学生

是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到本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的成效。对土家

族、苗族中职学生进行调查，了解其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情况，发现其在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存在一些问

题。为此，要高度重视中职学生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营造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加强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促进土家族、苗族中职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提升教师的教学素养与

能力，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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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土家族、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

多的两个民族，也是我国民族文化最丰富、

最集中的地方。由于受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明的双重冲击，土家族、苗族中职学生的民

族文化认知情况不容乐观，有必要对其进行

深入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少数民族

的人口逐渐减少，土家族、苗族也不例外。

为了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国家实施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如《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全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规划（2014—2020年）》等。

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少数民

族地区的文化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土家族、

苗族中职学生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过

程中的重要力量，对他们进行调查研究，有

助于促进土家族、苗族中职学生对本民族文

化的认知。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以湖北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和宜

昌市卫生学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

调查法对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宜昌卫生学校

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共发放问卷 500份，回

收有效问卷 498份，有效率为 95.2%。其

中，土家族 339份，苗族 334份。

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土家族、苗族中职学

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情况。采用李克特量

表进行评价，李克特量表由七个因子组成：

（1）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2）民

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3）民族传统

文化的特色与特点；（4）民族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5）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与

保护；（6）民族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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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7）民族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问卷

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个人信息，主要包

括性别、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等信息，共

计 100个条目，采用 Likert五点计分法。

第二部分是关于民族文化认知情况的调查，

包括三个部分：（1）对土家族、苗族本民

族文化了解情况；（2）对土家族、苗族本

民族文化价值及特点的认识；（3）对土家

族、苗族本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情况的认

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文所指的民族文化认知是指在接受相

关民族文化知识和教育的基础上，对本民族

文化的性质、特点、历史渊源等内容所产生

的认识、理解和评价。民族文化认知是对本

民族文化的认知，是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前

提和基础。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民族文化认

知具有主体的主观性、内容的综合性和范围

的广泛性等特征。具体而言，它具有主体认

识与自身需要相一致、内容具有综合性和整

体性等特征。少数民族中中职学生是一支重

要力量，他们对本民族文化有基本的认知，

但是其认知水平还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还

停留在“我知道”“我喜欢”等层面上，对于本

民族文化的认知状况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本文结合笔者所在学校情况，对调查结果进

行分析和讨论。

四、讨论

通过调查发现，土家族、苗族中职学生

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处于较高水平，其中，

土家族、苗族中职学生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

认知程度最高，苗族中职学生对本民族舞蹈

文化的认知程度最高。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石晓华等，2018）。但需要指出的

是，在本民族舞蹈文化方面，土家族、苗族

中职学生的认知水平没有达到中等水平。这

是由于：一是土家族、苗族中职学生所学习

的舞蹈课程与本民族舞蹈文化没有很好地融

合在一起，导致学生无法全面了解本民族舞

蹈文化；二是大部分教师对本民族舞蹈文化

的传承与保护意识不够，导致部分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只是简单地向学生灌输本民族舞蹈

文化知识，忽视了本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

五、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中职学生民族文化传承

与保护工作，营造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学

校是培养学生民族文化传承意识与能力的主

阵地，学校应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中职学生

民族文化的宣传，以培养他们传承本民族文

化的意识。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如举办民族

文化知识竞赛、开设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等，激发中职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兴趣。学

校可邀请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民间艺

人、学者、专家到学校为学生授课，如苗族

教师可以教授苗族舞蹈、苗族音乐、苗族刺

绣等。还可以定期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

动，增强中职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与认

同。

第二，加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

相结合，促进土家族、苗族中职学生对本民

族文化的认同。学校应加强对中职学生民族

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的指导，建立完善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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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学校可通过在学校内开

设专题讲座、宣传标语等方式，促进土家

族、苗族中职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与了

解，让他们自觉地将本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

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

六、结语

土家族、苗族的语言、服饰、习俗等都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随着现代化文明进

程的不断加快，他们的民族文化逐渐被同

化，失去了本民族的生存空间。对于土家

族、苗族中职学生而言，他们对本民族文化

了解不多，认识不深，对本民族文化传承与

保护工作重视不够。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

进程中，各种文化不断冲击着人们对本民族

文化的认知。在现代文明进程中，我们既要

尊重传统文化又要敢于创新和发展。他们对

本民族文化认识不深、重视不够，将直接影

响到本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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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ujia and Miao are the two ethnic groups with the largest population in China, but in

the long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ir nat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ere gradually

assimilated by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lo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wn 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and their cognitive level of their national culture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ir national culture. The tujia nationality and Miao nationality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to understand their cognition of their own national

culture, and found that there we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na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create a strong national cultural atmosphere; strengthen the

combina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 promote the identification

of Tujia and Miao minority students and this ethnic culture;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abilit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learning effect.

Key words: western Hunan; national culture; cognition;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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