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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下传统教育过程中,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应予以更多的重视,通过有效的教育管理促进少数

民族教育的发展,确保少数民族文化能在当前多元文化的前提下进行传承和发展。同时少数民族的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需要我们通过有效的保护,促进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逐步提升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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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少

数民族由于各方面基础比较薄弱,在发

展过程中受到制约。因此,需要我们针对

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特点采取有效的保

护措施,使少数民族文化能够得到传承

和发展,使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中华民族

文化宝库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1 多元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少数

民族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1进行多元文化教育并将其纳入

国家教育体系将有助于发展少数民族的

传承与当前传统文化中形成相互补充,

充实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在现代社会

中,我国已经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

尤其是在中小学教育的过程中,传统文

化的教育已经成为教育中一项重要的组

成部分。在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

由于民族较多,在教育的过程中需要根

据不同的民族采取不同的教育模式,在

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前提下,要根据少数

民族的教育特点选择适宜的教育模式。

保证少数民族文化能得到继承和推广。

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的

积淀和传承,是少数民族在几百年的繁

衍生息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1],少数

民族文化既有独特性,也有多样性和历

史性。在历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文化在不

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影响,相互融

合,相互进步,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民族信仰的传承。 

因此,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

中,在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影响下,只有

不断的充实和完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

才能更加丰富我国多元文化的发展,进

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得在

国民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能不断的完善多

元文化教育体系,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的

质量,保证多元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

传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相关法

律体系的建立,通过法律体系的建立能

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给予更好的

保护,促进多元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交融。

在少数民族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积淀并非

一朝一夕形成的,是经过历代人的研究

和发展,因此在传承的过程中需要对文

化的精髓进行探索,形成文字或视频记

录,避免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

失传。 

1.2一个民族即为一个国家,在其发

展的过程中必然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

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在发展的

过程中必须要掌握民族文化发展的核心,

这样才能提升民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

使其能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得到推广和

继承,给少数民族的文化注入更加强大

的生命力,促进各民族繁荣发展。但是,

在当前少数民族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传

统文化发展受到限制,很多文化形式已

经面临失传或已经失传[2],针对这种状

况需要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对少数

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保护,保护少数民

族的智慧结晶,在少数传统文化发展的

过程中语言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通过口

口相传使传统文化得到继承,过去一部

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没有文字呈现

的,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大多

只是以某种文化习俗或口头教育代代相

传,这其中有父子之间的传承,有母子之

间的传承,家族成员之间的传承,在历史

文化不断地发展中不断优化,以及其他

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的碰撞,融合,从而

汲取各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在传承过程

中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造成传部分统文

化不能得到有效的传承和发展,使部分

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逐步走向落末

甚至“消亡”。 

2 多元文化教育与少数民族文

化的传承的有效措施 

2.1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纳入国家教育法规和制度。中华文化是

我国国民教育发展的基础,中华文化教

育在少数民族地区占有主流地位。促进

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为少数民族地区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也或多或少

地造成了部分少数民族文化意识的淡

化。为了使各族人民能够充分了解多民

族家庭中少数民族文化的现状,并形成

一种继承少数民族文化的责任感,民族

教育法规和制度教育体系应包括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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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教育通常是国民

必须履行的义务和权利[3]。因此,多民族

国家的教育体系需要将少数民族文化的

教育制度化为相应的条款,使少数民族

文化的教育受到法律的保护。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少数民族教育在国民教育中得

到广泛实施。特别是在某些民族自治地

区,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法律非常需

要。通过制定和执行法律,明确界定了多

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并鼓励人们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并

增强人们继承优秀文化的意识。 

2.2在各层次的教育内容中加入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为了真正实现

多元文化教育,不仅少数民族学习民族

文化内容,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也应当学

习了解各民族文化。也就是说,它应当是

全体人民的学习和教育的对象。这种教

育并不总是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必

要在现有的教育内容中增加民族文化的

知识,同时适当增强少数民族文化的知

识并保护现有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可

以分为两种情况[4]。首先,在少数民族居

住的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个

别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其民族文化教育

内容的主要部分,而其他民族内容占比

较少甚至没有,因此需要适当添加多民

族文化内容。例如,通过将与少数民族文

化知识相关的课程添加到小学和初中教

育的内容中,可以提前了解学习各族文

化等多方面内容。教育内容主要以常识

为基础,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教学,易

于理解。第二,生活在非少数民族聚居区

的某些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内容

需要更仔细地设计。内容应全面,简洁,

易于理解,有趣且内容丰富。这对于教育

工作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实施多

元文化教育的过程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

主题,应在所有教育水平上进行,并且应

该为所有人所接受。 

2.3通过不同层次和不同形式的社

会教育活动,宣传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力。

开展各种层次和形式的社会教育活动,

大力宣传少数民族文化知识,扩大少数

民族文化遗产范围。从多元文化教育的

角度来看,教育是普遍的,因为每个人都

有权可以参加教育活动。因此有必要在

公众中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以扩

大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范围,并加强各

民族间的了解,拓展多元一体文化发展

的渠道。在现代社会中,不同民族之间在

相互交流中相互影响,共同进步,但有时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异化会引起不必要的

误解,甚至引起重大冲突。因此,在多民

族聚居区的地区开展各种类型的教育活

动非常重要。当然,公众教育是不同于学

校教育的一种社会教育,其教育形式必

须更加灵活多样,同时要考虑到公众的

知识文化水平和公众的接受程度。这种

教育主体由不同民族的人们构成,他们

通过组织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大家普遍

参与其中,以展示每个民族的优秀文化

和艺术。 

2.4提高少数民族地区领导干部文

化水平,使其担负起传承少数民族文化

的重任。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民族融

合现象更多。少数民族地区各级的主要

管理人员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因

此, 直接的地方领导人,地方政府的主

要管理人员学会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知

识,尤其是所在地区的民族文化知识应

该从多元文化教育的角度来看,尽可能

多地了解多元一体文化视域下的民族文

化,有意识地保护和传承优秀的少数民

族文化。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民族

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

展,民族文化已成为促进该地区社会经

济条件的重要力量。许多领导人充分意

识到这一点,并自觉地鼓励人民发展其

民族文化并丰富其文化含义。在这种情

况下,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领导者应在

少数民族的领导下,充分了解少数民族

文化的涵义和性质,增强其歧视少数民

族文化的能力,并执行相关政策。有必要

对文化知识进行适当的教育。在此过程

中,可以保证少数民族文化的优良内涵

得以延续,并促使人们在文化发展中找

到更好的文化元素。这些领导人充分了

解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后,将其作为

发展地方经济,增强人民可以继承的地

方文化品位的重要工具。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教育的过程中,尤

其是多元文化的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充

实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对其进行有效

的保护,使其能更加广泛的传播,值得我

们不断推广,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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