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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哈萨克族历史悠久,艺术文化丰富多彩,其毡绣

艺术更是享誉海内外.作为哈萨克族传统的手工艺品,毡

绣承载了哈萨克人民对哈萨克历史文化的传承以及对美好

生活的希望.对于高校而言,传播哈萨克毡绣,不仅能够

明确哈萨克毡绣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而且

能够增强大学生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度,提升

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本书共分为八章.从内容上来看,第一章为绪论部

分;第二章为哈萨克族与哈萨克毡绣简介,包括我国哈萨

克族概况、哈萨克族毡绣艺术以及哈萨克毡绣的价值体

现;第三章为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的理论基础,包括

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的传播现状、传播原则以及传播观

念;第四章为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的主体与受众;第

五章为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的基础媒介分析,包括哈

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的语言媒介、印刷媒介以及电子媒

介;第六章为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的重要形式———哈

萨克毡绣教学,包括哈萨克毡绣教学教材、模式、方法、
策略、组织与评价;第七章为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的

核心力量———哈萨克毡绣教师,包括哈萨克毡绣教师的基

本要求以及继续教育;第八章为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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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载体———哈萨克毡绣论文,包括哈萨克毡绣教育论

文写作过程、本科学位论文基础知识以及教育论文写作

要点.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外许多同仁的

作品,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出版时间仓促和

写作能力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疏漏之处,衷心希望广

大读者和专家能够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作　者

２０１６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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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５６个民族.根据２０１０年全

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汉族人口１２２０８４４５２０人,其中男

性６２５０３２８４８人,女性５９５８１１６７２人.少数民族１０６４３万,占

全国人口的８４１％,比２０００年的１５２３万增长了１６７０％.

在我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一直是当政者高度关注的

问题.纵观我国每一个少数民族,他们都拥有丰富多样的民族传统

艺术.这些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不仅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动

力和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扮演着维护少数民

族独特信仰、生活方式,乃至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在全球经济一

体化的趋势下,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文化特征.在新时期,这些传统

艺术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更加凸显.挖掘这些传统艺

术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已经成为政府、企业、学校

以及各民族研究学者的重要内容.

就本文研究的课题———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的传播途径而言,

由于哈萨克毡绣在本身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并不完善.同时,在

教育者 (教师)、教材 (哈萨克毡绣教材)、实践技术 (哈萨克毡绣

实践教学能力)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哈萨克毡绣在目前

我国高校中的传播,往往表现出传播面小、传播途径单一、传播人

才缺乏、传播载体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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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探索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的传播规律,总结与归纳

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的传播途径,众多学者对其在高校中的传播进

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但是,相对容易吸引大学生学习兴趣的是舞

蹈、声乐、美术、书法等,哈萨克毡绣却是地域性、民族性强烈的

小众知识.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很多高校在艺术教育中,依然以

舞蹈、声乐、美术、书法为主,教师也往往是上述学科的高师毕业

生,而在民族传统艺术上 (如本文所研究的哈萨克族毡绣),则并

不看重.从短期看,高校的确培养出了一大批艺术类人才;但从长

期来看,却忽略了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理念,逐渐淡化甚至

抹杀了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

(二)研究意义

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是非常有必要的.为此,高校应当在

充分肯定哈萨克毡绣艺术的同时,从教育层面出发,寻求一种有效

的途径,改变哈萨克毡绣在我国高校中传播面小、传播途径单一、

传播人才不足等问题.本书的研究有利于指导高校进行哈萨克毡绣

传播活动,通过分析和判别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传播中的各种关系,

帮助高校寻找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科学、有序、持久传播的规律,

提高哈萨克族毡绣在高校中的传播效率.特别是,对于一些新疆地

区的高校而言,探讨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的传播途径,促使新疆地

区高校的学生了解哈萨克族毡绣文化并积极参与到创作毡绣的实践

活动中去,更为人们所关注.

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不仅加深了我国高等艺术教育面临

引进国外艺术与哈萨克毡绣文化减退的两难处境,也进一步推动了

哈萨克毡绣人才的培养,使哈萨克族毡绣获取生存和发展而逐渐向

全球提供了人才保障.

总而言之,本书的研究关注着哈萨克毡绣的现状和潜力,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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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在高校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宏观、微观现象给予合理解释,

为高校制定各种哈萨克族毡绣传播的原则、方法与策略等提供

理论支持.

二、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一)文献综述

哈萨克毡绣面临的突出问题严重影响着其在高校中的传播.截

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８日,在中国知网上以全文方式搜索１９９２—２０１６
年的 “哈萨克毡绣”,查出的相关文献共计１３５篇;以全文方式搜

索 “哈萨克毡绣 高校”显示１９篇 (图１Ｇ１).

图１Ｇ１　在中国知网以全文方式搜索 “哈萨克毡绣 高校”后的论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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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无论是以全文方式搜索 “哈萨克毡绣”,还是全文

方式搜索 “哈萨克毡绣 高校”,数量都是非常少的.并且,写作时

间大部分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最近两年几乎没有相关论文.另外,

在搜索到的论文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将哈萨克族毡绣作为一项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其保护制度、策略等,而真正对其如何在高校中

传播,没有一篇论文明明白白地提及.

以上数据表明,我国高校对 “哈萨克族毡绣在高校中的传播途

径”展开的研究并不多.同时,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

如,研究方向单一,研究广度与深度都不够,缺乏有说服力的论据

与案例等.

(二)问题提出

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的传播不仅是一个传播问题,而且还包含

制度 (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经济 (高校在哈萨克毡绣教育上的

各种投资)、人力 (高校领导层、教师队伍)各方面的内容.近年

来,我国党和政府对民族优秀传统工艺融入高等教育提出了许多积

极的建议和举措.在民族传统艺术价值日益凸显的今天,哈萨克毡

绣如何在高校教育中立足,并顺利地传播,已经不仅是某一地高

校、某一个教师、某一个学生的问题,而是高等教育对民族传统工

艺的正确认识问题.

在民族传统工艺价值日益凸显的今天,哈萨克毡绣的教育价值

在高校中得以实现.其在高校中的传播活动是高校重视、发扬民族

传统工艺的重要体现.哈萨克毡绣参与到高校教育中,其价值创造

就决定了它在教育价值上的地位.如果它在教育价值上不具有竞争

力,就只能在民族传统工艺价值的非教育层面获得价值增量.

哈萨克毡绣如同其他民族传统工艺一样,都蕴含着非常浓厚的

历史文化,也包含着哈萨克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望.然而,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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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民族传统工艺不同的是,哈萨克毡绣制作工艺复杂、图案繁多、

耗工多,对操作者的技术要求非常高.这正是哈萨克毡绣的独特之

处,也正是其在高校中传播价值 (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逻辑思维

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的体现.

同时,新时代将科学技术摆放在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作为

培养知识型人才的摇篮———大学,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增加学

生的知识储备,将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作为重要的教育目标.相比

之下,艺术教育,尤其是民族传统工艺教育,长久以来并没有得到

高校教育者的重视.也就是说,在目前高校教育研究中似乎隐含了

这样一个前提:民族传统工艺的教育价值被忽略不计.这使得哈萨

克毡绣被假定为毫无传播价值.这样,便产生一个问题:对于哈萨

克毡绣在高校中的传播途径,如果继续沿用目前通过民族传统工艺

教材进行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难以解释其在学生成长、成才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问题.

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的传播不仅依赖于相关配套的教材,而且

还需要使用相关配套的器材、活动室、校园环境等给予保障.于

是,为了探讨哈萨克族毡绣在高校中的传播途径,我们有必要从更

大范围的概念和视角来重新审视哈萨克毡绣.

本研究在哈萨克毡绣艺术理论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哈萨

克毡绣教育价值,并将其用于高校艺术教育的研究.进一步思考哈

萨克毡绣是否存在或可能存在巨大的教育价值,是否对现阶段哈萨

克毡绣在高校中的传播途径进行重新组织、协调和控制,如果存

在,又有哪些因素影响这些途径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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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内容、 方法与难点

(一)研究内容

本书按照理论—实证—政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概括而言,

全文包括以下八个部分:

第一,提出本文研究的背景及研究意义,进行文献回顾和问题

提出,提示了全文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表述研究采用的主要方

法与创新.

第二,简要介绍了哈萨克族概况和哈萨克毡绣艺术,并对其价

值进行了梳理.

第三,简要介绍了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的理论基础,主要

有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的传播现状、传播原则以及传播观念等.

第四,在讨论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的基础上,揭示哈萨克

毡绣在高校中传播的主体与受众.

第五,简要分析了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的基础媒介,主要

有语言媒介、印刷媒介以及电子媒介等.

第六,简要分析了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的重要形式———哈

萨克毡绣教学教材、模式、方法、策略、组织与评价等.

第七,研究了作为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的核心力量的教

师,包括哈萨克毡绣教师的基本要求以及继续教育.

第八,简要介绍了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的重要载体———哈

萨克毡绣论文,包括哈萨克毡绣教育论文写作过程、本科学位论文

基础知识以及教育论文写作要点.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充分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综合实证研究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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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两种方式,以实证分析做出评价;规范性地提出哈萨克毡绣

在高校中的传播途径.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１文献研究与理论研究

本研究通过广泛收集与哈萨克毡绣相关的中、英文文献,运用

归纳和演绎的方法进行理论推演,并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文

献研究主要是对已有历史文献资料进行详细分析和归纳总结.具体

而言,历史资料的来源包括:相关议题的研究报告和二手文献;政

府、企事业单位的媒体资料和内部资料.而理论研究主要采用规范

性分析方法,从基本的概念定义出发,在一定的条件性假设和技术

性假设的前提下,经过严密的逻辑判断和推理过程,形成理论

体系.

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思路是:明确概念、理论和方法—寻找研究

问题的基本要素和出发点—将基本要素与相关联的理论相结合—提

出理论分析逻辑框架或影响因素.

２数据统计

由于受限于二手统计资料 (包括统计年鉴、政府报告等)对本

研究所需的数据较为缺乏或者很不全面,本研究主要利用调研数

据,即通过对关键对象的现状分析收集数据.

(三)研究难点

１资料比较缺乏

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的传播自身还处于发展阶段,其理论基础

仍有待夯实,其学科体系则尚需完善,国内鲜有相关的研究成果.

就前期的研究成果来看,基础研究较强,应用研究较弱,尤其对其

在高校中的传播理论研究就更显不足.这就使得本文研究资料的收

集和借鉴有一定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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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生对哈萨克毡绣认识不足

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传播的主要对象是学生.然而,我国如此

多的学生,除新疆地区高校的学生以及部分艺术类高校的学生外,

绝大多数高校的学生并没有对哈萨克毡绣引起重视.同时,不同年

龄、性别、专业的学生对哈萨克毡绣的认知与理解有着较大的差

异.这也给我们研究哈萨克毡绣在高校中的传播途径带来了一定的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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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哈萨克族与哈萨克毡绣简介

第一节　我国哈萨克族概况

一、 族名由来

图２Ｇ１　哈萨克族人民在举办节庆活动

“哈萨克”(图２Ｇ１)族名的含义一共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况»«哈萨克简史

简志合编»等书认为,“哈萨克”这一名称出现于１５世纪,锡尔河

流域的白帐汗国属民在克烈汗、贾尼别克汗 (图２Ｇ２)率领下,东

迁至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流域立足后,由于摆脱了阿布勒海尔汗

的压迫和剥削,因此自称为 “哈萨克”,他们创建的国家也称为哈

萨克汗国.“哈萨克”一词的含义是 “避难者”“脱离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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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瑞 (热依曼)哈萨克族民族过程研究 [M]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４



图２Ｇ２　克烈汗与贾尼别克汗雕像

第二种:何秋涛的 «朔方备乘»(图２Ｇ３)卷３ «乌孙部族考»、

现代学者张西曼的 «西域民族新考»认为 “哈萨克是乌孙的对音意

译”.

图２Ｇ３　何秋涛的 «朔方备乘»

第三种:清末学者丁谦在其著作 «耶律楚材西游录地理考证»
(图２Ｇ４)一文中认为,“哈萨克”是 «唐书»所说的 “可萨” “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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