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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民族文化馆传承民族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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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文化馆是开展群众民族文化社会教育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场所。通过对湖南XX民族

文化馆苗绣培训进行考察,以ABC态度模型进行教育成效分析,发现民族文化馆传承民族文化有较大成效。

学员通过培训,在认知方面认为自己提高了苗绣技法,增强了对苗族文化的了解;在情感方面对教学内容、教

学方式和组织形式都表示比较满意,以学会苗绣为荣,但也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在行为意向方面表现为

愿意继续学习、弘扬并传承苗绣。结合观察与问卷调查发现,此次教育活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苗绣培训课

程内容不完善、教学方式过于传统、馆企合作机制未建立、共享意识未形成等。由此提出以下建议:融入苗族

文化,增习苗绣图案;利用多媒体,加强交流与对比;合理安排培训时间,注重成效宣传;加强馆企合作,鼓励创

业;搭建共享平台,促进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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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是民族群体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产物,对于本民族来说,它决定

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法律等的走向和原则,使一个民族社会的经济活动得以正常地低成本地运

行;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它给其带来新的体验和新感觉[1],是各种族和各民族交流创新和创作的源

泉。在人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初期,由于各地的族群相对封闭,不同地区的族群之间联系很少或没

有联系,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类型[2],族群的文化由族人靠一代代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在内部传

承,因而族群文化得以较好地保存与流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族各群逐渐处于兼容并蓄的开

放环境之中,各族在加强民族文化交流、汲取他族长处的同时,也遇到了被各种外来文化包围和本

族传统文化失传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化面临流失[3],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刻不容缓。

2017年1月10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强调,要“充分利用图书馆、博物馆、文化

馆等各类文化资源,广泛开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4]。2017
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

业态”[5]。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开展一系列活动来传承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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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传承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主要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学校教

育传承民族文化具有局限性。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中,国家课程在总课程中所占的比例为

88%~90%,主要反映民族性、地方性文化知识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占总课程的比例则仅为

10%~12%。民族文化馆作为社区教育机构,主要负责收集、整理、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展示、宣传活动,指导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等,是开展群众民族文化社会教育的

重要场所,是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补充和拓展。民族文化馆在民族文化传承

中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值得我们不断关注,同时其存在的问题也不应忽视。

一、研究方法

湖南XX州拥有历史悠久的苗族文化。当地民族文化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对其采取了一系

列保护措施,如开展民族文化教育活动,举办苗绣免费培训班等。笔者通过对该州XXX民族文化

馆为期9天的苗绣教育培训课程的参与性调查和观察,获取了第一手研究资料。
(一)文献法

研究前期采用文献研究法,在中国知网以“民族文化传承”为主题搜索相关文献,在图书馆查阅

相关书籍,了解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和现状,了解学者考察教育活动成效的思路和方法,为考察做

好案头工作。
(二)参与式观察法

在教育培训过程中,采用参与式观察法观察教育活动的进展和状况。事先没有设定明确的观

察目标,在参与过程中,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学员的学习行为、文化馆所提供的设施等进行无结构式

观察,通过拍照和摄像方式进行实况记录。
(三)调查法

在进行观察和随机访谈的同时,参照学者贺能坤文章的问卷结构[6],在教育活动结束时采用自

制的ABC态度分析模型调查问卷,调查学员通过此次教育活动在认知、情感、行为意向上的收获。
共发放问卷21份,回收21份,去除1份无效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20份,有效率超过95%。通过

SPSS20.0软件初步分析数据,与参与式观察法相互补充,了解此次教育活动达成的成效和存在的

问题。

二、民族文化馆传承民族文化的成效

教育成效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界定,但从受益主体角度往往能最直接、真实、客观地呈现教育

的影响。受益主体对政策的态度能反映个体相对稳定和持续的真切感受,是检测认同程度的重要

因素。这种态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项教育活动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采用ABC态度教

育成效分析模型[该模型包括认知(cognition)、情感(affect)和行为意向(behaviorintention)3个维

度]来进行调查,发现此次教育活动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总体来说呈现积极态势。
(一)ABC态度教育成效的认知层面

这里的“认知”是指行为个体对人、物、事件等的认识,反映个体对特定对象的信念和看法,是构

成情感与行为意向的基础,具有一定的评价和判断功能[6]。通过调查发现,这次教育活动中,95%
的学员增进了对苗绣技法的了解,85%的学员增进了对苗绣图案和苗绣特点的了解,70%的学员认

为自己通过教育活动增进了对苗绣文化的了解,65%的学员认为增进了对苗绣色彩的了解(如表1
所示)。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学员对技法和图案的教育成效比较认同,他们的苗绣技法有提高(但
提高幅度不大),在苗绣文化、苗绣色彩方面的教育则需要继续加以改进。



表1 苗绣培训学员认知改变情况

认知 百分比 N 个案占比(%)

增进了对苗绣文化的了解 17.5 14 70.0
增进了对苗绣技法的了解 23.8 19 95.0
增进了对苗绣图案的了解 21.3 17 85.0
增进了对苗绣特点的了解 21.2 17 85.0
增进了对苗绣色彩的了解 16.2 13 65.0

  具体而言,在苗绣图案方面:每个学员所绣的图案都是苗绣特有的图案,均由教师所画,所以学

员通过培训虽对苗绣图案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发现,学员自己却无法画出图

案,对教师有很强的依赖性。苗绣的基础是苗画,此次培训活动在这方面显现出明显不足。
在苗绣技法方面:这次教育培训活动增进了学员对苗绣技法的了解,也提升了学员的苗绣技

法。如表2所示,关于“培训前您会苗绣吗”和“培训后您会苗绣吗”两项内容的调查显示,学员通过

参与此教育活动,苗绣技法显著提高。调查共4个选项,各选项分别赋值1~4分,分值越高,技法

越好,培训前后均值(M)提高了1.35分。
表2 苗绣培训前后学员苗绣技法改变情况

维度 均值 标准差 N

培训前您会苗绣吗 1.40 0.82120 20
培训后您会苗绣吗 2.75 0.71620 20

  不仅通过问卷调查,进一步观察学员的苗绣作品,也可以看出学员苗绣技法的进步(如图1所

示):①处的枝叶为学员第一天所绣制,可以看到此处针头稀疏不齐,绣出来的线条不平滑,并有线

疙瘩;再观察②处的枝叶,虽然仍然算不上完美,但是线条明显比①处平滑了些;③处的枝叶更是好

多了,针头齐密,线条已较为平滑。

图1 苗绣培训学员作品

在苗绣文化和色彩方面:培训增进了学员对苗绣色彩和苗绣文化的了解,但提升效果不明显,
学员对提升效果的认同度不是很高,认同者的比例分别只有70%和65%。通过参与式观察发现,
身穿苗服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讲解一些苗绣文化方面的知识,并在休息时间为学员唱苗歌,让学

员感受一些苗族的文化,但是所用时间不多,涉及的面也不广;在配色方面,教师提到过苗族最常用

的是青色,也会对颜色搭配比较好的学员给予表扬,并向大家展示其作品,但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多

关于苗绣色彩搭配方面的讲解。



如表3所示,按照有效百分比来说,这次教育活动让100%的学员增加了对苗绣的喜爱。结合

参与式观察发现,在学习过程中,学员的积极性特别高,除非有“上班”或“上学”等迫不得已的理由,
学员们都能按时上课,按时完成作业,并能在课中、课后经常与老师和同学进行交流。由此可以看

出,学员普遍对此次教育活动有极高的情感认同。
表3 苗绣培训后学员对苗族文化的情感认同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是 18 90.0 100.0
否 0 0 0

缺失 2 10.0
合计 20 100.0

  (二)ABC态度教育成效的情感层面

“情感”指个体对态度对象的情绪或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包括个体对某一对象在认识基础

上产生的赞成、反对、喜欢、厌恶等,是衡量教育活动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标[6]。通过设置“您对本次

苗绣培训的教学内容满意吗”“您对本次苗绣培训的教学方式满意吗”“您对本次苗绣培训的组织形

式满意吗”等问题项来考察学员对此次教育活动的情感认同情况。调查包括“教育内容”“教学方

式”“组织形式”3个维度,每个维度5个选项,各选项根据满意程度分别赋值1~5分,分值越高,满
意度越高,各维度的均值如表4所示。

表4 学员对苗绣培训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组织形式的满意度

教育内容 教学方式 组织形式

N
有效 20 20 20
缺失 0 0 0

均值   4.80   4.60   4.55

  从表4可知,学员对教育内容最为满意,均值达到4.8;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均值为4.6,说明在

教学方式上还存在改进的空间;对组织形式的满意度最低,均值为4.55,说明在组织形式方面需要

进一步完善。3项的总体均值为4.65,说明学员对此次教育活动总体比较满意,处于比较满意与非

常满意之间,略偏于非常满意,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在组织形式上。在设置的开放题“您对

培训活动有没有什么建议”中,学员对培训的时间安排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希望“时间安排不要

那么紧张”,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次活动在组织形式上还应进一步优化。
(三)ABC态度教育成效的行为意向层面

“行为意向”指个体根据自己的认知和情感体验所确定的行为倾向,是态度的一种外部表现,反
映了人们在采取行动时心理上的准备状态[6]。本研究通过设置“您会在以后的生活中自己绣苗绣

吗”“培训结束后,您会进一步去了解苗族文化吗”“您愿意传承苗绣吗”“您的孩子特别喜欢苗绣,您
会支持他传承苗绣吗”“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您想继续参加下一期的苗绣培训吗”和“您会带着身边

的朋友参加下一期苗绣培训吗”等6个问题项来了解学员的行为意向,每个选项总分2分。
表5 苗绣培训后学员苗绣学习行为意向

行为意向 均值 方差 标准差

您会在以后的生活中自己绣苗绣吗 2.00 0.000 0.000
培训结束后,您会进一步去了解苗族文化吗 2.00 0.000 0.000
您愿意传承苗绣吗 2.00 0.000 0.000
您的孩子特别喜欢苗绣,您会支持他传承苗绣吗 2.00 0.000 0.000
您想继续参加下一期的苗绣培训吗 1.90 0.095 0.308
您会带着身边的朋友参加下一期苗绣培训吗 2.00 0.000 0.000



  表5显示,学员普遍会在以后的生活中继续绣苗绣,会进一步去了解苗族文化,愿意传承苗绣,
会支持自己的孩子传承苗绣。总体而言,这次教育活动比较受人拥护、令人满意。

行为意向5(即“您想继续参加下一期的苗绣培训吗”)的均值为1.9,与培训方的期望有距离。

但通过频率统计发现,本次调查的20人中,只有2人在被问及“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您想不想继续

参加下一期的苗绣培训”时选择不想参加,其他人都想继续参加下一期的苗绣培训(如表6所示),

显示出学员对此次教育活动的高度认可。
表6 苗绣培训后学员继续参与下期培训的意愿

继续参与下期培训意愿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效

不想 2 10.0 10.0
想 18 90.0 90.0

合计 20 100.0 100.0

  此次教育活动根植于当地自然、人文生态系统来传承民族文化,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认知方

面,学员认为提高了苗绣技法,也更加热爱苗族文化;在情感方面,学员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组

织形式都较为满意,他们以学会苗绣为荣,但也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尤其是在时间安排上;在

行为意向方面,学员普遍表现为愿意继续学习和传承、弘扬苗绣。在教学方式上,此次教育活动也

有很多值得借鉴和推广的地方。笔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发现,在教学中,教师总是面带微笑、语气温

和,这在一定程度会极大地正向影响学员,有利于提高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在讲解中能将理论

和实践进行结合,从而有利于学员对苗绣技法的理解,并迅速提升自己的技法水平;教师在集体授

课后,会对学员进行个别指导,通过因材施教,帮助不同水平的学员共同进步。在组织形式上,教师

在正式实施培训活动前,会给每一名学员准备好一套苗绣工具,并摆放整齐;在教育活动结束后,还

会给每一名学员赠送一套苗绣装备。这些细节使学员感受到培训方的贴心与尊重,能激发学员的

学习兴趣,增强学员对苗族文化的认同感,使学员在整个培训过程获得十分愉悦的体验,从而对继

续学习苗绣充满期待。同时,教师的个人人格魅力在教学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次

教育活动的教师是苗绣传承人,能歌善舞,精于剪纸,还会拉二胡、弹吉他,可谓集众多特长于一身。

在教学活动的间歇,教师或歌或舞,让学员充分感受到了苗族文化的魅力。

三、民族文化馆传承民族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此次教育活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课程体系不完善、教学方

式过于传统、馆企合作机制未建立和共享意识未形成。

(一)苗绣培训课程内容不完善

在课程内容方面,首先,70%的学员认为通过学习增加了对苗绣文化的了解,课程内容对宣扬

苗绣文化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30%的学员对此并不认可,说明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分。其次,课

程内容对苗绣图案和色彩缺乏关注。培训中,每名学员所绣图案均由教师所画,虽都是苗绣特有的

图案,学员自己却无法画出图案,而苗画是苗绣的基础,应该优先掌握。在配色方面,如前文所述,

教师虽在讲授中提到青色是苗族最常用的颜色,但除了会对颜色搭配得比较好的学员进行表扬,并

将其作品向大家展示外,教师再没有关于苗绣色彩搭配的其他专门讲解。

在课程组织形式方面,一周7天每天安排教学,节奏上过于紧凑,时间跨度较短,未充分顾及上

班族和学生的时间问题。通过观察发现,周末时有1名小学生参与了苗绣学习,但之后却因为课业

放弃了继续学习。快节奏短周期的训练,匆匆忙忙开始,匆匆忙忙完结,不利于学员充分消化和

提高。



(二)教学方式过于传统

此次教育活动的教学方式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学员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均值为4.6(满分为

5分),处于较满意状态。但通过参与式观察发现,教学方式过于传统,缺少对多媒体技术的运用,

导致理论部分的教学过于抽象并进度缓慢。苗绣的图案十分丰富,包括龙、蝴蝶、枫树、牛、蚩尤、鱼

等,百闻不如一见,形象化的东西更能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和想象,如果教学中不充分利用多媒体

技术,则不利于学员全方位地了解苗绣文化。另外,此次培训的激励与评价方式也显得单一,表现

为对学员作品的评价不够全面和深入;将苗绣与其他名绣做对比时,只停留在口头上,且十分简单,

缺乏实物对比,强调其差别时也不够明确,因而不利于学员从对比中寻找差距、提升自己。

(三)馆企合作机制未建立

虽然国家对民族文化馆有一定的经费资助,但是除了外推式扶持,还需内生式发展。首先,对

于民族文化馆来说,长期免费举办苗绣培训必定会耗财耗力,如果没有内生式发展,其可持续性会

打问号,也势必影响培训效果的进一步提升和培训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其次,对于学员来说,若只是

为了打发时间,为了一时的新鲜感,其学习苗绣的动机会很快消减。调查发现,民族文化馆和苗绣

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尚未建立,教育活动缺乏把学员的作品转化为商品的机制,民族文化馆举办教

育培训活动的积极性与学员学习的积极性缺乏长效性机制保障,长此以往,势必会削弱苗绣传承的

生命力。

(四)学习资源共享意识未形成

当今时代是万物互联的时代,互联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把孤岛式创新连接起来。在教育领

域,互联网的引入带来的教育手段的革新,大大拓展了学习内容以及学习时间与空间的范围。民族

文化传承也一样,各地孤岛式地努力,肯定不如大家连接在一起,共享资源、协同发展。民族文化传

承应顺应“互联网+”潮流,积极融入新鲜血液,树立“互联网+民族文化传承”的意识和思维。笔者

通过观察发现,此次教育活动中,部分学员因上班或者上学耽误了课程,只能通过群里其他学员自

录的视频片段来学习。民族文化馆目前尚未形成对教学过程进行摄像、共享教学资源并搭建共享

平台的意识。

四、提升民族文化馆民族文化传承能力的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民族文化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来进一步提升传承民族文化

的能力:融入苗族文化,增习苗绣图案;合理安排培训时间,注重培训宣传;利用多媒体,加强对比交

流;加强馆企合作,鼓励创业;构建数据库,共享教学资源。

(一)融入苗族文化,增习苗绣图案

首先,民族文化馆在相关培训的教学过程中,应增加与苗绣相关的苗族文化知识,融入苗绣的

寓意,适当穿插苗歌苗舞等,让学员能充分感受苗族文化的美,使其在兴趣的驱动下更加深入地理

解民族文化,并在认同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学会真正的苗绣,在学会刺绣技法的同时传承苗族文化。

这一点是民族文化馆传承民族文化较之于学校教育的优势,应继续加以弘扬和发展。其次,在民族

文化认同教育的前提下,应加强苗绣图案及其特点的学习,注意训练学生的苗画基本技能,让学生

在传承苗绣文化的基础上也能创造性地表达自我。第三,要增加关于苗绣色彩搭配的专门讲解,提

高学员对苗绣色彩的认识。

(二)合理安排培训时间,注重成效宣传

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民族文化馆在培训的时间安排上应该更具弹性,给学员留有消化、思



考的余地,不应像紧急训练一般迅速开始又迅速结束。可考虑采取晚上隔天授课和周末授课的方

式,这样一方面可以照顾到更多喜爱苗绣的上班族和学生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员消化老师传授

的知识,并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练习。在宣传方式上,应扩大宣传覆盖面,既注重开班前的宣传,也要

注重后期成效的展示和宣传。

(三)利用多媒体,加强交流与对比

首先,教师要注重贯彻教学的直观性原则。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著作《大教学论》中曾指出,

应该尽可能地把事物本身或代替它的图像放在面前,让学生去看看、摸摸、听听、闻闻。教师应充分

利用多媒体展示作品,让教学更加直观,同时通过多媒体展示学员作品、分析学员作品细节,更具针

对性地对学员提出改进意见。

其次,师生间要加强交流,要多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想法。此外,在将苗

绣与其他四大名绣进行对比讲解时,应加强实物展示或者运用多媒体进行展示,以增强学生对苗绣

的认识和理解。

(四)加强馆企合作,鼓励创业就业

能保证本民族成员生存发展和本民族繁荣昌盛的文化,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化[7]。民族文化

馆、企业和民族文化传承人要加强合作,促进产学研一体化。一方面,企业要根据市场需求加强与

民族文化馆、民族文化传承人的沟通与交流,为民族文化馆提供苗绣作品市场信息,从而更好地发

挥企业在苗绣教育培训活动中的市场导向作用,帮助师生精准产出市场所需作品,为师生的作品开

辟市场销售渠道[8];要通过苗绣培训活动,选拔优秀学员参与苗绣传承人所承接的刺绣任务,共同

完成苗绣作品,同时帮助热爱民族文化的学员把民族文化转化为文化产业,鼓励其创业就业。另一

方面,民族文化馆师生可参与企业的产品研发、设计和生产等环节,在提升学生实践技能的同时也

为企业提供人才和技术服务,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持[8]。民族文化馆通过与企业合作,在

培养苗绣专业实践人才的同时,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在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促进本民族的发

展,可谓激发民族文化生命力的有效模式。

(五)搭建共享平台,促进资源共享

当下,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人们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

备,随时获取教育资源。同时,当代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使碎片化时间增多,网络技术的普及为人

们利用碎片化时间提供了技术支持[9]。因此,苗绣培训应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互联网技

术,提升培训成效。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为民族文化馆配置多媒体和录课设备等硬件设施,搭建

民族文化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各教育机构、组织等应建立教育资源数据库并及时上传到共享平台,

以使各教育机构之间能互享教育资源。如此,学员上课时就能更加专心而不用自己拿手机录像,有

事缺课的学员也可利用数据库进行自学,同时,对苗绣感兴趣却因距离太远而无法参与实地培训的

潜在传承者,也能够通过共享平台享受到课程资源,从而使教育活动的范围大大拓展。另外,民族

文化馆在自身设施设备不充分的条件下,可加强与有条件的社区学校、职业院校、企业等的合作,充

分利用他者设施场地优势,弘扬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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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ofInheritingNationalCultureinthe
EthnicCultureCenteroftheNewEra

DINGYuan1,TANGYuchun2,WANGXiaoyan1
(1.CenterforStudiesofEducationandPsychologyofEthnicMinoriti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FacultyofEducation,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Ethnicculturecentersserveasimportantplacesforinheritingandpopularizingethniccul-
tures.ThispaperinvestigatestheMiaoembroiderytraininginXXethnicculturecenterofHunan
province.Theethnicculturecenterhasachievedgreatsuccessininheritingethnicculture.Through
training,traineeshaveimprovedMiaoembroiderytechniquesandenhancedtheirunderstandingofMi-
aoculture.Theyaresatisfiedwiththeteachingcontent,teachingmethodsandorganizationalforms,
andareproudoflearningMiaoembroidery.Theyshowtheirwillingnesstocontinuelearningandcar-
ryingforwardandinheritMiaoembroideryinbehavioralintention.However,therearesomeprob-
lems:thecoursesystemofMiaoembroideryisnotperfect,theteachingmethodissingle,themecha-
nismofcooperationbetweenenterprisesandlibrariesisnotestablished,andtheawarenessofsharing
isnotformed.Therefore,theauthorputsforwardfivepointsofreference:integratingintotheMiao
culture,learningMiaoembroiderypatterns;usingmultimediatoenhancecontrastandcommunica-
tion;buildingasustainableorganizationalformandpayingattentiontoeffectivepublicity;strengthe-
ningcooperationbetweenmuseumsandenterprisesandencourageentrepreneurship;anddeveloping
databasesandsharingteachingresources.
Keywords:ethnicculturecenters;ethnicculture;culturalheritage;theMiaoembroid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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