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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共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具有不可忽
视的作用。非遗传承与大学生文化自信之间存在耦合关系，非遗的传承能够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信，而大学生的
积极参与又能够推动非遗的传承与创新。非遗传承与文化自信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学校、学生、
政府、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以实现非遗的有效传承和文化自信的持续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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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１日至２２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提到：“在新时代，要坚持古为今用，厚植文化
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
统文化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
聚力铸魂。”因此，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培养大学生的文化
自信具有重要作用。
２０１９年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的“塑造湾区人文精神”中提到：“坚定文化自
信，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发挥粤港澳地域
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联合开展跨界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合
作举办各类文化遗产展览、展演活动，保护、宣传、利用好湾
区内的文物古迹、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增
强大湾区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居民文化素养与社会文明
程度，共同塑造和丰富湾区人文精神内涵。”保护、传承和发
展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坚定文化自
信极为重要的一环。

近两年来，从优秀传统文化角度提出提升大学生文化自
信的文献逐渐增多，但将非遗与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相结
合的研究还比较少，具体到潮州工夫茶艺对大学生文化自信
培育的文献还没有。本研究深入系统地研究非遗传承对粤
港澳大湾区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相关问题，形成可供借鉴
的参考路径，为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提供实现的具体路径。

一、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一）牢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赋予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已

经指出：“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
精神标识。”学生是传承非遗的优秀主体，通过传承非遗牢固

树立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学生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赋予的强大动力。

（二）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冲击大学生的价值取向，造成
文化自信不够坚定

大学生对于国家的未来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是中华民
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核心力量。他们的文化观念对中华民
族的未来走向有着深远影响。然而，由于多元文化的影响，
加上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先导性，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接
纳度相对不高，实践经历也相对较少，因此存在文化自信心
不足的现象。

（三）城镇化和工业化迅速发展，非遗传承面临困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大多数年

轻人对工夫茶已不甚了解，传统的潮州工夫茶技艺被简化的
冲泡程式所取代，传统的潮州工夫茶技艺呈现出衰退的趋
势，亟待保护，通过传承非遗来培育大学生文化自信，有助于
非遗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二、非遗传承培育大学生文化自信的现实困惑
通过传承非遗来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存在很多现实

困难，如大学生自身缺乏学习非遗的主动性，还有在非遗传
承方面，家庭教育不够充分、学校教育存在偏差、社会环境存
在负面影响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大学生能否从优秀传统
文化中提升自身的文化自信。

（一）学校没有形成非遗传承的体系和制度
大学教育中对于非遗的传承和保护缺乏具体的实践措

施和制度保障，难以可持续地实现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为了
更好地传承和保护非遗文化，教育部门应该加强对非遗教育
的支持和管理，制定相关的政策和规定，加强对非遗的保护
和传承工作，提高非遗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促进非遗
教育的发展。学校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非遗教育和研
究，同时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和交流，共同推动非遗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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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的发展。同时，还应该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对
非遗文化的认识和教育教学能力。

（二）学生缺乏自主传承非遗来增加文化自信的思想觉悟
大学生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和了解程度有限，许多学生对

非遗文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了解不够，对非遗的
认知也仅限于表面，缺乏深入了解和体验。非遗是中华民族
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应该承担起非遗文化传承
和保护的责任。虽然大学生在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方面
还存在许多挑战，但只要大学生积极参与，并长期坚持，非遗
文化就一定能够得以传承和发扬。

（三）区域协调的问题，未形成区域统一的非遗文化共识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受地理环境、民族习俗、宗教

信仰等因素影响，地区间非遗文化差异逐渐明显，部分非遗
文化项目传承困难，甚至出现消失的现象。地区间非遗文化
传承与发展不平衡，一些非遗文化项目受到重视，传承发展
较好，但另一些非遗文化项目则缺乏关注，传承发展困难。
此外，非遗文化传承过程中，还需要结合新一代大学生的需
求，提升非遗文化发展的创新和时代感。

（四）没有大湾区的非遗部门，协调传承难
非遗管理部门负责认定和公布非遗代表性项目，让更多

的人了解和认识非遗的重要性，同时为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工
作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非遗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和监督非
遗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工作，确保代表性项目的传承和发展。
非遗管理部门应该根据大湾区非遗的特点和现状，制定非遗
产业发展规划，为大湾区非遗产业的发展提供方向和支持，
制定非遗产业政策，为非遗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支
持。组织实施非遗产业项目，促进非遗产业的发展，同时为
代表性项目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支持。

三、非遗传承与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耦合关系
２０１７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就明确提出让非
遗走进高校，实现与高校教育的有效融合。文化认同根植于
对本土文化的内心归属感，而这份归属感则来自深沉的民族
文化情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构成，非遗在传承
民族文化、促进民族认同感、塑造民族品格、加深文化自信上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提升大学生对非遗的认知和
理解，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激发他们的文化自信，而这种认同
感也可以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非遗传承与大学生文
化自信培育具有高度耦合关系。

（一）提升文化自信要以具体的文化为载体
非遗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通过学习和传承非

遗，大学生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独
特魅力，从而增强民族认同感。非遗是代表我国民族文化的
精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通过非遗的传承和
弘扬，可以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进而提高他
们的文化自信。针对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开展非遗知识讲
座、展示等活动，提高大学生对非遗的认知度和认同感。非
遗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科技、艺术等知识，对于提高大学生的
文化素养具有重要作用。

（二）建设人文湾区，要依靠文化自信
建设“人文湾区”，既是依靠“文化自信”，更是展现“文化

自信”。为了突显个性，成就显著的“文化湾区”，便须深刻领
悟并实施文化自信的核心及意涵。粤港澳各地要携手致力
于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延续和本区域特有文化的兴盛，以及
基于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传递与提升为奠基，促进湾区人文
风貌的形成。同时，以推动粤港澳青年之间的理解与融洽关

系作为塑造未来湾区群众心灵契合的关键根基。潮汕工夫
茶既显现地方风情，又是粤港澳居民共享的非物质文化财
富，可以作为传承桥梁，培育湾区大学生文化自信具有更强
的认同感。

（三）传承非遗潮州工夫茶艺，培育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大学是学生形成文化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阶段，针对大学

生进行非遗的培育和传承，更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文化自信。
非遗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杰出的传统文化之中，是承传民族
魂魄与价值理念的重要载体。通过对非遗的深入了解，帮助
高校学子增强文化自豪感，这对于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维
护和弘扬中华文明及民族之魂是大有裨益的。潮州工夫茶
源远流长，修习和传承非遗潮州工夫茶艺有助于培养大学生
的文化自信。

（四）大学生传承非遗，促进非遗的可持续传承
随着全球一体化及现代进程的加速，众多非遗正处在濒

临灭绝的边缘。对于大学生而言，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不仅是
一种文化责任，更是对自身文化自信的培育和发展。非遗的
保护和传承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而大学生作为未来社
会的中坚力量，更应该积极参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通过参
与相关活动，可以培养大学生非遗保护意识，为非遗的保护
和传承贡献力量。非遗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记录，它承
载着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文化信息和历史记忆。通过传承
和保护非遗，可以让大学生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文化传统和历
史，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非遗在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作用，
因此，学校和社会应该重视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为大学生提
供更多参与非遗保护的机会，从而帮助大学生增强文化自
信，培养非遗保护意识，为文化传承贡献力量。大学生文化
自信的内在要求就是在多元文化中坚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刻理解、高度认同和坚定信念，而非遗是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的重要代表，传承非遗与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具有
高度耦合关系，以非遗潮州工夫茶艺为载体，通过修习茶艺
增添文化底蕴，从而培养大学生坚定的文化自信。

四、非遗传承培育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实现
路径

结合潮州工夫茶艺特点，从学生、学校以及政府等利益
相关者角度分别阐述潮州工夫茶艺传承培育粤港澳大湾区
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实现路径，通过通识素质课、专业必修课、
学生社团、第二课堂等具体形式构建传承模式。

（一）学校
非遗在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中具有重要作用，建立和完

善非遗在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中的长效机制，是新时代高校
文化建设和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任务。通过加强非遗的宣
传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创建传习基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措施，有助于推动非遗在大学生文化自
信培育中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１．通识素质课
结合学校实际，将非遗相关内容纳入课程体系，在课程

设置中增加非遗相关的课程，让学生深入了解和掌握非遗的
知识和技能，培养大学生对非遗的兴趣和爱好。在大学课程
中开设有关非遗的课程，如潮州工夫茶艺等。通过这些课程
的学习，大学生可以了解和认识非遗的重要性和价值，并深
入学习和探究相关文化知识。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体验和传
承非遗文化，加强实践教学，学校积极开展各类非遗实践活
动，如非遗展览、非遗演出、非遗技艺体验等，使学生在实践
中感受非遗的魅力，提高非遗的传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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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专业必修课
重视非遗教育，将非遗融入课程体系，通过课堂教学、实

践活动等多种形式，激发学生对非遗的兴趣，提高他们的传
承意识。加强课程建设，提高实施效果，学校应结合实际情
况，不断完善非遗传承必修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提高课
程实施效果。只有不断优化课程实施条件，提高课程质量，
才能让非遗传承必修课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我国非遗
的保护与传承做出贡献。通过非遗传承必修课，学生可以了
解非遗的历史渊源、技艺特点、文化内涵等，从而激发他们对
非遗的兴趣，自觉承担起非遗传承和发展的责任。
３．构建以非遗为核心的校园文化体系
构建以非遗为核心的校园文化体系，在校园中推广非

遗，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心，
还可以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传承。积极开展非遗
的校园文化活动，如非遗展览、演出、讲座等，提高学生对非
遗的认识和兴趣，培养学生的非遗传承意识；通过成立茶艺
社、潮汕工夫茶艺社等学生社团，组织传播和研习非遗的活
动。学校可以组织大学生参观非遗的传承地、文化遗产馆、
博物馆等，让他们亲身感受非遗的魅力；也可以举办非遗的
表演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表演，让大学生更深入
地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构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
心的校园文化体系。
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是非遗教育与传承的核心力量，他们的教学水

平和数量直接影响着非遗传承的效果。加强师资培训，提高
教学水平，定期开展非遗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的非遗知识和
教学能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非遗教育事业。可以聘请
一些非遗传承人作为兼职教师，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
教学能力，可以更好地传授非遗。培养一支熟悉非遗知识和
技艺的教师队伍，为大学生提供专业的非遗教育打下坚实的
基础。
５．创建非遗传习基地
依托高校资源，创建非遗传习基地，为大学生提供实践

平台，培养非遗传承人才。非遗传习基地通过举办各种活
动，如讲座、展览、演出等，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非遗的
保护和传承。这些活动不仅可以促进地域文化交流，提升地
域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可以增强大学生对地域文
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通过大学生非遗传承人培养为优秀传
统文化的发扬和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二）学生
１．积极参与非遗传承活动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非遗传承表现出了兴趣，大学生要

积极参与各类非遗活动，如非遗讲座、非遗展览、非遗比赛
等，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不仅能够提升对非遗文化的知识理
解，还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和体验，从而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２．倡导和践行非遗传承理念
大学生将非遗传承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中，通过社交媒

体、网络平台等途径，传播非遗文化，呼吁全社会关注非遗传
承。此外，学习和传承非遗技艺，将非遗文化融入创作，为非
遗传承注入新的活力。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中坚力量，可以
通过各项表现形式、技艺、技能、口头传播、社会实践、习俗、
庆祝活动等方式来传承非遗，使之得以继承、发扬和光大。
３．提高自身文化素养
大学生要认识到非遗传承的重要性，在学习专业课程的

同时，主动了解非遗文化，将非遗知识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

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要提高对非遗传承的重视程度，通过
自身的努力，为非遗传承贡献力量。

（三）政府
１．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支持非遗在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

中的工作，为长效机制的建立提供保障。非遗是民族文化的
精髓，是连接民族情感的重要纽带。政府应采取多种措施，
加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让非遗在当今社会得以发扬光大。
政府可以出台一系列有利于非遗保护的政策措施，比如，设
立非遗保护基金，为非遗传承提供资金支持；加强对非遗传
承人的培训和扶持，提高其传承能力；加强对非遗文化产业
的扶持，促进非遗文化产业的发展等。
２．加大对非遗的宣传力度
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宣传非遗的重要性和价值。政府

可以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开展非遗的宣传推
广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非遗。政府还可以针对大学
生组织非遗展览、演出等活动，让大学生亲身感受非遗的魅力。
３．加强大学生对非遗传承的培养
非遗的传承离不开传承人，他们是非遗的代表和载体。

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大学生的非遗传承提供
必要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传承非遗；继
续加大非遗教育的投入，支持非遗项目的传承、传播和研究，
为学校提供丰富的非遗教育资源。政府还可以与学校合作，
通过举办非遗传承人培训班等方式，提高大学生作为传承人
的传承能力和水平。
４．支持在高校建立传承基地
政府应为在高校建立非遗传承基地提供政策支持，通过

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明确非遗传承基地的定位和职责，保
障基地的合法权益。政府还可以为非遗传承基地提供税收
减免、用地优惠等政策措施，降低基地的运营成本，鼓励更多
的人加入非遗传承工作中来。人才支持是推动非遗传承基
地持续发展的核心，政府可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
培养一批具有非遗传承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为基地提供
人才支持，还以开展非遗传承人认定工作，鼓励非遗传承人
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为基地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四）社会
社会环境是学生传承非遗意识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社

会各界也应给予足够的支持，共同推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
作。鼓励社会各界力量，如文化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等，积
极参与非遗教育工作，共同推动非遗文化的发展。同时，可
以通过开展非遗文化活动，如非遗文化节、非遗文化展览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触非遗文化，从而提高非遗教育的社会
地位。社会组织和团体可以组织各种活动，宣传和推广非
遗，让这些文化成果得以长期保存和传承。社会对非遗的重
视程度、媒体的宣传力度以及非遗活动的举办情况等都会对
大学生产生影响。当社会营造出尊重、热爱、传承非遗的氛
围时，大学生的传承意识也会得到提高。有关部门和社会各
界也应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共同推动非遗传承事业的发展。

五、结束语
影响学生非遗传承意识的因素多种多样，涉及家庭、学

校、社会和学生个体等多个方面，提升大学生非遗技艺与创
新能力，需要政府、高校、社会等多方共同努力。只有让大学
生真正热爱并投身于非遗传承与创新事业，才能使非遗在新
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要提高学生的非遗传承意识，
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合力，只有这样，非遗才能得到更好的保
　 　 　 （下转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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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传承，民族文化才能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
芒。潮汕工夫茶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不仅有助于丰富大
湾区文化内涵建设，还将推动潮汕地区茶产业的转型升级，
实现潮汕工夫茶与大湾区建设的共赢发展。潮汕工夫茶在
大湾区的发展与变革中，既要继承和发扬传统茶文化的精
髓，又要不断创新和拓展，以适应大湾区的发展趋势。大湾
区的大学生传承潮汕工夫茶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为大湾区
的人们带来美好的非遗茶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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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ｓ ａ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ｈｉｃ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ｌｌ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Ｔｅｏｃｈｅｗ ｃｏｎｇｏｕ ｔ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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