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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加深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让大学生在耳濡目染

的熏陶中增进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肯定。

其二，具象化民族文化，唤起共鸣和认同。将书本上

的民族文化知识真实地再现于读者身边，提升读者的民族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个案通过校园井盖上的壮族福娃彩

绘、路灯上的壮锦图案、草坪中的木榔等随处可见的壮族

文化元素和实物，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壮族文化的魅力，

增进热爱之情。

其三，民族文化阅读推广各专题的系列活动，可以帮

助大学生读者积累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引导其将自身的

民族文化体验转化为对价值、情感、审美、技能的追求，

实现民族文化的阅读行为与自身目标的联结，增强阅读和

学习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行为。

2、对准民族文化阅读需求是关键

民族高校的大学生读者们因为学科背景、兴趣爱好等

方面的差异，在民族文化知识的储备和应用上不尽相同。

在民族文化阅读推广中，对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开展

分众化、多元化、专题化的文化阅读推广是提升推广效果

的关键。针对非民族类学科专业的学生，可以开展以基础

性知识为主，重在培养兴趣爱好、提升认知为主的民族文

化阅读推广活动和服务。

民 族 文 化 展 演 、 文 化 体 验 、 文 化 交 流 等 活 动 形 式 ，

文化科普类的书籍、图片、影视作品等能吸引更多的大学

生读者阅读和学习民族文化知识。而民族类学科专业的学

生需要不断地深化和拓展课堂上所学的民族文化知识，提

升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能力，根据不同专业策划与专业

相关的文化活动、书籍推介、信息服务等是主要的策略。

例如，针对民族语言类专业的学生可以开展专题讲座和论

坛，以及诵读比赛、话剧表演等活动，文献资源的推介和

导读以用民族文字撰写的书籍、民族语言的音像资料、民

间文学为主；针对民族艺术类、体育类的学生，可以邀请

相关的艺术家、非遗传承人到校开展文艺创作辅导、武术

指导等活动，举办手绘比赛，文创产品创作比赛、民族体

育比赛等，有关民族舞蹈、声乐、服饰、工艺、体育等的

书籍和图册深受这一类读者的喜欢；针对民俗学的学生，

民俗影视创作比赛能很好地激发其深入学习和应用民族文

化知识，民俗文化研究论文集可以引导这类专业的学生深

入探究民俗学专业知识；针对民族医药类专业的学生，除

向其推荐民族医药类的书籍、举办相关讲座、论坛外，还

可以向其提供民族医药科研创新方面的咨询服务。

3、提升民族文化体验是重点

少数民族文化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内涵和

时代价值，但因其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边缘化现象严

重，民族文化自觉缺失。为读者提供良好的民族文化体验，

加深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理解，能更好地激发其对民族文

化的兴趣爱好，以及学习和应用民族文化的信心和动力。

民 族 高 校 图 书 馆 在 开 展 民 族 文 化 阅 读 推 广 时 ， 一 方

面，可以将民族文化阅读推广有机地融入大学生读者的校

园学习生活中，唤醒民族文化自觉和自信。例如，可以结

合少数民族传统节日集中开展民族语言类、艺术类、体育

类、医药类等专题的民族文化体验项目，打造可感知、可

交流、可操作、可实用的民族文化阅读之旅，让大学生读

者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感受民族文化的熏陶，体会民族

文化的时代价值。另一方面，需要提升推广活动和服务的

互动性。可以利用VR等新媒体技术开展民俗场景体验、

民族节日游戏等活动，能让大学生读者与民族文化“零距

离”接触，身临其境地感受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激发传

承创新民族文化的热情。

结　语

民族高校图书馆开展民族文化阅读推广，从增强民族

文化认同、对准民族文化需求、提升民族文化体验等方面

构建阅读推广专业支持，促进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阅读、

学习和应用，是民族高校图书馆充分发挥文化传承创新作

用的具体体现，也是其特色化、专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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