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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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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

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之根，民族文化之

源，它体现的是各民族的价值观、信仰、理想，是民族精神情感、道德传统、个性特征的重要载体，是凝聚一个民族感情和行动的文化

核心点。高校作为文化传承、交流、融合与创造的重要场所，应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发展文化的重任，在培养更多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的

继承、传播、研究和教学高层次人才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重视和加强高校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学，是社会的要求，时代的要

求，更是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自身要求。但是，目前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学在高校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情况并不乐

观，主要表现在：一是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科分类尚欠科学；二是在本科中没有设置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专业；三是大多数高校还没有开

设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课程，即使是少数开设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课程的学校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四是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学的

师资队伍严重不足，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学工作的开展和学科的建设。而改变这种局面，我

们认为应从以下这几个方面入手。  

    

  进一步提高认识  

  高校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学生通过对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学生对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基本知

识、基本理论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进一步深入感知、了解和接受我国优秀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传统，丰富学生的历史文化和

文学知识；培养学生一定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能力、作品的赏析和研究的基本能力；树立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

和责任感，使学生认识自己在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传承中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加强高校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学工作是对大学生进行文

化素质教育的需要，是培养大学生高尚的民族情感和精神、促进大学生良好道德情操形成的需要，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

扬，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高校一定要高度重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学工作，加强领导，尽快采取有效

措施认真抓好高校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学工作，切实解决高校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学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促进高校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

学工作的开展。  

    

  科学定位学科  

  要在对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学科关系作出客观准确分析的基础上，科学定位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两个学科。其一，由于国际上通用的

Folk-lore一词实际上是一个“民众知识”或“民间风俗”的民俗学范畴的词语和概念，不是属于别的任何学科范畴的词语或概念,而且

这个概念包容量很大，因此，民俗学学科应经过拓宽、调整后，升到一级学科的位置，现在处于二级学科地位，显然大大制约了民俗学

学科的发展。其二，由于民间文学在我国曾经与“人民口头文学”是同一学术名词，对民间文学进行语言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口语文学

或语体文本的研究，包括对它的分类体裁、叙事形式、格律样式、修辞手法等的研究，无疑都是对该学科的本格研究，因此，民间文学

在文学门类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应作为它的二级学科，而不是现在的三级地位。其三，由于民间文学和艺术就其产生、发展、流变和

活动形态、存在样式而言，主要是“民俗的”，因此，它又属于“民俗文艺”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与民间文学相对应的民俗文艺

（或民俗口头传承）还应列入民俗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因此，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教育部主管部门进一步理顺并拓宽我国民俗

学和民间文学学科，根据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繁荣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本身的科学规范的要求，尽快把民俗学调整到

一级学科上来，将民俗文艺和民间文学分别归属于民俗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门下成为二级学科，使我国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

与时俱进，迅速有效地适应我国新世纪发展先进民族文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教材建设  

  高校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课程教学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教学水平。教育部门应

采取措施，加强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课程建设，支持和鼓励建设精品课程和重点课程，并根据课程建设的基本建设要素、主体建设要素、

过程建设要素、教学评价要素和标志性成果与特色等五个方面进行组织评估验收，保证建设成效。加强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材的建设，



 

组织编写适应不同层次、具有不同地方色彩的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广阔，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

极其丰富、涉及范围极其广泛，因此，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材的编写应本着取其精要、删繁就简的原则，其内容应重点介绍民俗文化和

民间文学的基本知识、重要的民俗文化事项和民间文学体裁，注重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内涵的揭示，同时也适当介绍了本学科的研究成

果与最新发展动向。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材的内容还应体现时代特征、区域特征和生活特色。注意开掘本民族和本地区的民俗文化和民

间文学资源，将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知识和理论巧妙地融合于特定的民俗和民间文学场景、事项或具体的活动之中，促使学生提高对本

土文化的重视、喜爱和发扬光大的意识。在教材建设方面，教育部门要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材纳入优秀精品教材立项项目，大力支持

精品课程和重点课程教材的项目申报和建设，提高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材的质量和水平。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师资队伍是人才培养最基本的条件，教师队伍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教育质量的高低，以及人才培养的质量。

然而，目前我国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师资队伍数量严重不足，专业知识结构也不合理，水平还有待提高。因此，教育部和高校务必

把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视为学科发展的根本。尤其要注重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并作为民俗学和民间文学

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鼓励他们脱产攻读硕士、博士学位；选拔一批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重点培养，支持他们赴国内外重点大学、科

研机构进修深造，从而优化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师资队伍结构，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形成一支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规模相当、结

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师资队伍。  

    

  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政府和高校应加大对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学经费投入的力度，努力改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教学和科研的基本条件，为民俗学和民间

文学专业的重点课程、精品教材、重点研究项目和实习场所的建设提供必须的经费保障。    

 

 

 

原文链接：点击查看>>

文章来源：文艺报20080508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专题学术资讯的相关文章

· 《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二期目录 

· “敬文民俗学沙龙” 第十期活动计划

· 回族他称研究 

· 草原骏马追风去 文坛新秀踏春来 

· 欣欣向荣的内蒙古民族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