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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CNKI学术期刊数据，系统梳理民俗文化育人研究成果。研究发现，民俗文化育人研究历经停

滞期、缓慢发展期后进入快速发展期，但目前存在研究方法局限、理论剖析不足、忽视实践差异等问题。

未来，可以构建量化指标体系加强量化研究，深入探究内在机制深化理论研究，对比不同地区和高校实

践开展异质性研究，以此推动民俗文化育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发展，助力培育新时代人才、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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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CNKI academic journals,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folk culture educ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esearch on folk cultur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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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gone through a stagnant period and a slow-development period and then entered a rapid-de-
velopment period. However, currently,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limitations in research methods,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neglect of practical difference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quantitative index system to strengthen quantitative research, deeply explore the inter-
nal mechanisms to deepe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onduct heterogeneous research by comparing 
the practices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universities. By doing so, we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culture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ribute to the cultivation 
of new-era talents, and inherit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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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来，文化自信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成为引领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

要精神支柱。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文化自信作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力量”在新时代

背景下的重要性[1]。这种文化自信，既是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自豪认同，也是对未来发展道路的坚定

信念。 
民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与深厚的育人价值[2]。

从春节的鞭炮声中，到中秋的团圆月下；从端午的龙舟竞渡，到重阳的登高望远，每一项民俗活动都承

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与价值追求，是培育民族精神、传承文化血脉的宝贵财富[3]。 
在此背景下，民俗文化育人这一创新理念进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吸引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

研究。系统梳理与总结民俗文化育人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理解，为高等

教育机构探索创新育人路径提供启示与借鉴。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深入剖析与综合研究，全面评估当

前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旨在发现问题、明确方向，促进民俗文化育人领域的发展，为传承与发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新时代人才贡献力量。 

2. 民俗文化育人研究的发展脉络梳理 

本研究以 CNKI 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文献样本来源，以“民俗文化育人”为关键词，检索 2000 年至 2025
年的文献，从文献发布数量、期刊分布格局、研究方法运用三个维度梳理民俗文化育人研究发展脉络。 

2.1. 文献刊发数量的阶段性分析 

对高校“民俗文化育人”研究文献的发表数量趋势进行阶段性分析，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该研究领域

的发展脉络。总体来看，这一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停滞期(2000~2010 年)，在这一阶段，民俗文化

育人理念尚未得到广泛认知与重视，相关研究文献数量极少，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集

中在对民俗文化概念的界定以及其在教育领域潜在价值的初步探讨上，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体系[4]；
缓慢发展期(2010~2017 年)，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及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民俗文化育人研究逐

渐受到关注，相关文献数量开始缓慢增长。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从理论探讨转向实践探索，学者们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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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民俗文化融入高校教育体系，探索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应用。例如，一些高校通过

课程设置和校园文化活动，将民俗文化与现代教育相结合，取得了初步成效[5]；快速发展期(2017~2025
年)，民俗文化育人研究迎来了快速发展期，相关文献数量激增。这一阶段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显著增加，

更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质的飞跃。民俗文化育人成为学术界的焦点，研究内容涵盖了从理论构建到

实践应用的多个方面。例如，罗珍妹和尹绍菊在 2019 年的研究中指出，巍山彝族的宗教信仰、日常礼仪、

婚丧嫁娶及节日庆典等民俗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育人功能，如道德教化、规范约束、团结凝聚及心理调

适等[6]。他们认为，传承这些优良民俗文化不仅能彰显巍山彝族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还能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个体道德品质的塑造。 
此外，近年来的研究还强调了民俗文化育人与现代教育理念的深度融合。例如，一些高校通过“一

核引领·四维导育·五课联动”的文化育人模式，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建设

相结合，取得了显著的育人成效[7]。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还推动了高

校文化育人体系的创新。 

2.2. 研究成果的期刊分布特征 

民俗文化育人研究成果主要分布于社会学、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民俗学等专业期刊，部分综

合性社会科学期刊和高校综合学报也有所涉及。这种分布表明，该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较为活跃，

尤其是在探讨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从跨学科合作的角度来看，

不同学科背景学者之间的合作相对匮乏，尚未形成深度的跨学科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

度与广度。 
例如，《传统民俗文化节日融入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析》一文仅从单一学科角度进行研究，

未涉及多学科交叉内容[8]。这种单一学科的研究模式虽然有助于深入挖掘某一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但也可能导致研究视野的局限性。相比之下，跨学科研究能够整合不同学科的优势，为民俗文化育人提

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路径。 

2.3. 研究方法的应用现状及局限 

当前，民俗文化育人领域的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相对较少。这种研究方

法的应用现状反映出学界对该领域的认知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研究者多通过描述性、解释性的方式探

讨民俗文化育人的内涵与价值，注重对民俗文化在教育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意义、教育功能及其对个体

成长的影响进行深入剖析。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量化分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量化分析能够提供精确、客观的数据支持，揭示深层次的规律与机制。例如，《地域文化与学校文

化的互动及其育人效果分析》一文通过定量分析，对民俗文化育人的效果进行了更科学的评估，为研究

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结论[9]。这种定量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其能够避免研究的主观性，提供可重复验证

的结果，从而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和科学性。 
然而，定性研究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它允许研究者从主观能动性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阐述，能够

更好地捕捉到研究对象的真实感受和细腻的情感变化，尤其适合研究复杂和敏感的教育问题。但定性

研究的主观性也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在研究者自身理解或数据收集过程中可能出现

偏差。 

3. 民俗文化育人研究现存问题剖析 

尽管民俗文化育人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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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方法的单一性与局限性 

当前文献资料普遍倾向于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主要借助描述、解释及归纳等手段，对民俗文化育人

的现象及其效果进行探讨[10]。尽管该方法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方面具有优势，然而，其显著的缺陷在于

缺乏严谨的量化评估体系。这一不足限制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普遍适用性。具体而言，在探究民俗文

化育人对学生文化素养提升效果时，由于缺乏量化数据的支撑，难以精确衡量文化素养的提升幅度，同

时也阻碍了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有效比较。因此，这类缺乏量化数据佐证的研究在学术社群中难以达成

共识，且在实际应用中难以提供精确的指导。 

3.2. 理论研究深度与系统性不足 

在理论探究的维度上，民俗文化在教育育人领域的系统性分析明显存在短板。当前的研究重心大多

集中在民俗文化的外在展现形态、传递手段，以及其对社会文化结构的效应上[11]。然而，对于民俗文化

在培养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却显得颇为薄弱。具体而言，诸如民俗文化如何微妙地作

用于学生的心理认知架构，如何在学生行为模式的形成中发挥引导功能，以及它如何在社会结构层面有

效促进文化的延续与社会进步等核心议题，尚缺乏深度挖掘和系统阐述。此类理论层面的不足，直接制

约了我们对民俗文化育人深层次规律的全面把握，进而削弱了研究成果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的转化效能。 

3.3. 实践差异研究的缺失与影响 

在民俗文化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不同地区与类型的高校展现出了明显的实践差异性。这些差异根植

于地域文化的多元化、教育理念的差异、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以及学生群体的独特性等多元因素[12]。遗憾

的是，当前研究普遍未能充分重视这些实践差异，缺乏对民俗文化育人实践的深入系统对比分析。具体

而言，在探讨民俗文化课程建设的过程中，研究者往往未能充分考量不同地区高校民俗文化资源的丰富

程度差异，以及不同类型高校学生对民俗文化的接纳程度和个性化需求[13]。这种研究上的片面性，不仅

难以全面准确地揭示民俗文化育人的真实面貌，而且也无法为各类高校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实

践指导方案[14]。因此，民俗文化育人实践差异研究的缺失，不仅限制了我们对民俗文化育人现状的全面

理解，也削弱了研究成果对实践工作的指导价值。 

4. 民俗文化育人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 

针对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育人研究应朝着以下方向努力。 

4.1. 构建量化体系推进实证研究 

为了科学、严谨且全面地评估民俗文化在教育实践中的育人效果，理应致力于构建一套量化指标体

系[15]。该体系旨在多维度、全方位地衡量学生对民俗文化的认知深度、情感态度以及行为倾向。具体而

言，指标设计不仅聚焦于学生当前对民俗文化的掌握情况，包括其知识积累、兴趣偏好及参与度等直观

表现，还长远考量民俗文化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增强个体文化自信以及培养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潜在

影响。 
在方法论层面，可以采用大数据分析与统计学手段作为核心工具，以确保评估过程的客观性与精确

性。通过这些先进方法，能够深入挖掘民俗文化育人过程中的成效与不足，揭示隐藏于复杂数据背后的

规律与趋势。这一量化分析过程不仅为民俗文化教育效果的直观呈现提供了可能，更为后续实践改进与

策略调整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实际操作中，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数据收集手段，精心设计问卷内容以全面覆盖学生对民俗文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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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满意度、参与民俗文化活动后的个人成长与收获等关键信息。随后，利用专业的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通过科学的统计方法提炼数据背后的深层含义，从而得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这一过程不仅确保

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也为民俗文化教育的持续优化与创新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基础。 

4.2. 深入探究机制完善理论框架 

从内在机制角度出发，系统剖析民俗文化育人的运作逻辑，揭示其在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

次作用机理。通过对民俗文化育人机制的深入挖掘，构建一个完善且具有学理性的协同育人机制理论框

架，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蕴含丰富育人价值的文化资源，其育人机制的运行逻辑具有独特性。它通过文化

传承、价值观塑造、行为规范引导等多维度作用于个体，促进其全面发展。从个体成长的角度来看，民

俗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符号、仪式活动和价值观念，为个体提供了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感，从而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其人格塑造与价值取向。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而言，民俗文化育人机制通过强化群体凝聚力、

传承社会规范、促进文化多样性等方式，为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然而，民俗文化育人机制并非孤立存在，其与现代社会的其他教育资源具有天然的互补性与协同性。

因此，要致力于构建一个完善的协同育人机制理论框架，探索民俗文化与其他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路径

[16]。这一框架将涵盖民俗文化与学科知识、社会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等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旨在形成育

人合力，提升教育的整体效能。 
以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融合为例，二者在育人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旨

在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与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而民俗文化中蕴含的家国情怀、道德观念、社会责任

等元素，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生动且具象的文化载体。通过深入研究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

融合点，可以探索如何将民俗文化活动有机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体系中，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效性与感染力。例如，借助民俗文化中的传统节日、民间故事、历史典故等资源，设计具有文化内涵

与教育意义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在感受民俗文化魅力的同时，深刻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 
此外，民俗文化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也为协同育人机制提供了广阔空间。民俗文化活动本身具有强烈

的实践性与参与性，通过组织学生参与民俗文化调研、传统技艺传承、民间艺术表演等实践活动，不仅

可以增强学生对民俗文化的认知与体验，还能培养其实践能力、团队合作精神与社会责任感。这种实践

与文化的深度融合，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使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中实现知识

的内化与能力的提升。 
在构建协同育人机制理论框架的过程中，可以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如教育学、民俗学、

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展开系统研究。通过对民俗文化育人机制的深入剖

析，揭示其内在逻辑与作用路径；同时，结合现代社会教育的实际需求，探索民俗文化与其他教育资源

的有效整合模式，为教育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策略与方法。 

4.3. 开展异质性研究优化育人模式 

我国地域辽阔，民俗文化丰富多样，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在民俗文化育人实践上存在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民俗文化资源的种类与分布上，还体现在教学方法创新、活动组织策划等方面。 
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在民俗文化资源利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17]。沿海地区如广东、江苏等地，凭借

其开放的经济环境和多元文化交流的优势，能够更好地将民俗文化与现代教育相结合。例如，广东省在

职业教育中融入民俗文化，打造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品牌。而内陆地区如陕西、河南等省

份，虽然在经济开放性上相对不足，但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民俗资源，如陕西的民俗文化

在职业教育中被用于培养语言人才和提升国际交流能力。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3455


李才龙 
 

 

DOI: 10.12677/ae.2025.153455 680 教育进展 
 

在教学方法创新方面，沿海地区高校更倾向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国际化视野，将民俗文化与跨学

科教育相结合。例如，通过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创新民俗文化教学体验。内陆地区则更

注重挖掘本地民俗文化的教育价值，通过校地合作、社区参与等方式，将民俗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和社会

实践[18]。 
不同类型高校在民俗文化育人实践中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19]。例如，理工类高校可能更注重将民俗

文化与科技创新相结合，通过项目式学习和跨学科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而人文社科

类高校则更倾向于通过课程建设、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强化学生对民俗文化的认知与传承。此外，民

族院校在民俗文化育人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贵州民族大学通过“思政铸魂、文化育人、实践赋

能”的教学模式，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育人体系。 
开展异质性研究是优化民俗文化育人模式的关键。通过深入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的实践差

异，可以探索出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育人模式，推动民俗文化育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同发展。 

5. 结语 

民俗文化育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民族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当前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如量化评估精确度不够、理论框

架构建深度不足、异质性特征比对不够细致等。 
未来，应强化量化评估方法的应用，通过精确数据分析为研究成果提供支撑；深化理论研究，构建

系统全面的理论框架，揭示民俗文化育人的内在机理与外在影响；开展细致的异质性对比分析，识别不

同民俗文化背景下的育人效果差异，制定差异化教育策略。 
通过这些努力，民俗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将得到更充分发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

化内涵，提升其吸引力和感染力，促进大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构建。最终，为培养兼具深厚文

化底蕴与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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