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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在装饰艺术设计教学中的运用
张雪贝

（河套学院，内蒙古 巴彦淖尔 015000）

摘要：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不仅可以激发设计师灵感，还可以丰富装饰艺术内涵，营造更加个性化、舒适的室内环境，展现独具特色

的装饰艺术设计魅力。高校教师要积极把传统文化融入装饰艺术设计教学中，带领学生探寻传统工艺美术、地域文化、传统家具和传统

装饰图案魅力，激发学生的室内装饰设计灵感，引导学生把这些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在装饰艺术设计中，为学生讲解传统室内陈设艺术，

布置中国风装饰艺术设计项目任务，进一步提升学生设计能力，全面提升室内艺术设计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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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具有神秘感、美感和动感，让现代建筑兼

具古典美的同时又不失现代时尚感，木雕、传统纹样和地域文化

等元素为室内装饰艺术设计注入了新活力，展现出独特文化底蕴，

提升装饰艺术设计水平。高校装饰艺术设计教师要积极融入中华

传统文化元素，引导学生挖掘地域文化元素，让他们设计具有地

域特色的室内装饰设计方案，精心设计项目教学方案，鼓励学生

把传统文化运用在室内装饰艺术设计中，融入独具特色的工艺美

术图案，激发学生设计灵感，让学生更加了解传统纹样、目标、

木制家具等传统室内装饰元素，提升高校装饰艺术设计教学水平。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装饰艺术元素

（一）独具意境的装饰图案

装饰图案历史悠久，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还体现

了传统工匠的智慧结晶，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例如祥云纹、龙

纹、回族的“回字纹”等，这些装饰图案带有独特的意境，展现

出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装饰图案兼具了审美和实用需求，

视觉形态比较独特，例如祥云纹类似于飘逸的云朵，具有很强的

流动感，还带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让人感受到祥瑞之意，让建筑

空间变得更有韵味，在室内设计中有着广泛运用。一些少数民族

还会把图腾运用在服饰设计、建筑设计中，例如蒙古族把狼绘制

在蒙古包内、运用在民族服饰中，狼图腾成为蒙古族骁勇善战、

豪迈团结的象征。

（二）汉字结构审美艺术

汉字具有独特的形体美，具有很强的视觉表达能力，在建筑

室内设计中有着广泛运用，例如汉字结构屏风、汉字变形多宝格等，

兼具了审美和实用性。汉字被运用在服饰设计、家具设计和建筑

设计领域，例如中式风格室内设计中，设计师会选择一些雕刻有

梅兰竹菊图案的实木家具，还会选择一些书法作品来装饰客厅。

设计师可以把书法中的意、形、神和现代装饰艺术相结合，把汉

字元素运用在室内装饰设计中，例如把汉字运用在书房设计装饰

中，利用隶书、草书等不同笔体汉字制作屏风，打造富有书香气

息的氛围，展现汉字结构审美艺术。

（三）独特的色彩艺术

在我国传统色彩文化中，“五行五色”是最具代表性的色彩

思想，黄色、青色、黑色、白色和红色被运用在传统服饰、绘画

和建筑设计中，注重色彩搭配与和谐。例如江南园林室内装饰中

习惯运用黑白色和原木色，凸显江南水乡青砖黛瓦之美，运用黑

白色对比进行区域划分，再运用原木色家具，体现返璞归真的感觉。

北方园林室内装饰中则大量运用朱红色与黄色，营造出富丽堂皇、

庄重肃穆的感觉，这给现代装饰艺术设计提供了参考。

（四）精美的木雕艺术

我国木雕艺术历史悠久，古代匠人把栩栩如生的图案雕刻在

木头上，例如巨龙、猛虎和雄鹰等，还会在室内木制家具上雕刻

一些花草图案，这一设计风格一直延续至今，在室内装饰设计中

也有着广泛运用。设计师可以把木雕运用在客厅门廊、屏风和隔

断设计中，雕刻梅兰竹菊、汉字等，增添艺术气息，促进传统文

化和现代室内装饰设计艺术的融合，全面提升室内装饰设计品位。

此外，设计师可以选择木雕作为室内装饰摆件，例如书房内可以

摆放一些木雕花卉、木雕小动物来进行装饰，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对装饰艺术设计教学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丰富装饰艺术设计教学内容

随着近几年来中国风设计在室内设计中的流行，教师要积极

把传统文化融入装饰艺术设计教学中，增加木雕、传统工艺美术、

传统纹样、传统色彩艺术等内容，进一步丰富教学内容，让学生

深入了解中国风室内设计元素，提升学生专业课学习积极性。教

师可以搜集优秀设计案例，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元素在室内装饰

设计中的运用，引导学生自主设计中国风室内装饰设计方案，培

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二）有利于激发学生设计灵感

很多学生把学生重点放在了日式极简风、美国现代工业风和

北欧风等设计风格学习上，反而忽略了探究传统文化在室内装饰

设计中的运用，限制了学生设计想象力和创造力发展。教师可以

引领学生一步步探究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装饰艺术设计元素，带领

学生了解传统木雕艺术、工艺美术、纹样、色彩艺术等，导入优

秀设计作品，激发学生设计灵感。例如学生可以在中式风格室内

装饰中，利用刺绣屏风来做隔断，选择红木色家具，在客厅悬挂

书法作品，把不同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在装饰设计中，凸显书香人

家韵味，提升个人设计能力。

（三）有利于渗透工匠精神教育

装饰设计是室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色彩、空间的和

谐统一，古代匠人追求色彩浓淡相宜、空间合理运用，巧妙运用

纹样、雕刻和装饰图案等，展现了中国匠人精雕细琢、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这是每一个建筑师、室内设计师要继承的职业素养。

教师可以利用木雕艺术、传统纹样和工艺美术作品等开展教学，

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鼓励他们把传统文化运用在室内装

饰设计中，引导他们仔细推敲室内颜色、家具、壁纸、灯具和摆

件的搭配，培养学生追求极致、精益求精、吃苦耐劳的工匠精神。

（四）有利于提升装饰艺术设计教学质量

教师可以利用传统文化为装饰艺术教学注入新活力，一方面

可以搜集课外优秀设计案例，对教材内容进行拓展，逐步提升学

生艺术审美能力，另一方面可以贯彻课程思政理念，增强学生对

传统文化认同感，激励他们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提升装饰艺术

设计育人质量。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挖掘地域文化，搜集当地

特色建筑、室内装饰风格，进一步开拓学生设计视野，让他们真

正感受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提升学生自主探究和设计能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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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升装饰艺术设计教学水平。

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在装饰艺术设计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一）挖掘传统工艺美术图案，丰富教学内容

教师可以积极搜集传统工艺美术图案，运用微课呈现不同风

格传统工艺美术图案，例如云纹、棋格纹、回形纹、水纹和卷草纹等，

让学生了解这些传统纹样造型美和寓意美，进一步丰富装饰艺术

教学内容。首先，教师可以介绍传统纹样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运用，

并导入相关设计案例，例如传统纹样经常被运用在墙面设计中，

如传统纹样壁纸、石膏线花边以及电视墙设计中，可以让室内装

饰设计更加明快、大气，体现典雅大气的装饰风格。其次，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对设计案例进行分析，让学生对其中的色彩、纹样

运用、空间利用和整体搭配等进行分析。例如教师可以在微课中

分享北京四合院室内设计案例，让学生分析屏风、纹样在室内装

饰设计中的运用，例如很多屏风四周 都会雕刻祥云纹、水纹等传

统纹样，再加以汉字、花卉等元素，既可以对室内空间进行隔断，

又可以装饰室内空间。有的学生还分析出北京四合院中会在门框、

立柱上雕刻一些动物图案，例如巨龙、蝙蝠等图案，寓意着多子

多福、强身健体的美好祝愿。传统工艺美术图案进一步丰富了教

学内容，让学生意识到传统文化在室内装饰艺术设计中的广泛运

用，从而激励学生搜集相关案例，提升学生自主设计能力。

（二）挖掘地域传统文化，激发学生设计灵感

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教师要积极开发地域文化素

材，带领学生鉴赏独特的地域建筑文化，激发学生室内装饰设计

灵感。第一，教师可以利用微课搜集内蒙古特色民居——蒙古包，

带领学生分析蒙古包内部装饰风格，引导学生对蒙古包内部室内

空间格局、家具装饰和毡毯装饰等进行探究，让学生真正了解蒙

古族特色装饰设计艺术。第二，学生可以进行小组合作，分析蒙

古包室内装饰设计风格，绘制蒙古包内部设计图纸，更加直观呈

现其独特的室内装设设计艺术。蒙古包室内空间划分比较明显，

以灶火为核心，划分为三个圆圈活动区域，紧靠壁围摆放各种生

活用品和家具，中心一圈是生活起居空间。蒙古包室内家具也比

较有特色，包括了箱子、橱子、碗架、桌子等，家具多为主控色、

深红色和棕色为主，图案多是以金彩、蓝色、绿色和白色等进行

装饰，与底色形成强烈对比，还会描绘动物、植物和几何纹样。

蒙古包铺设了制作精美的地毯、挂毯和垫毯，毯子中央会绘制圆

形团花、夔龙纹和云纹，多是以红色、金色和白色为主，展现蒙

古包大气、浓郁的民族风情。每个小组可以提交一份蒙古包室内

设计图，把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等融入室内设计中，利用蒙古

族民族图腾、蒙古文字等进行设计，进一步激发自身设计灵感，

加深对地域文化的了解。

（三）积极开展项目化教学，提升学生设计能力

教师可以围绕传统文化来开展项目教学，以茶楼设计作为项

目主题，让学生自由结组，提交一份茶楼室内装饰设计方案，让

学生真正把传统文化融入室内装饰设计中。首先，各个项目小组

可以查阅一些茶楼设计相关资料，明确客户设计需求，进一步完

善小组设计图纸。例如学生把屏风、镂空门窗、木雕和摆件等作

为茶楼设计重点，明确茶楼室内装饰设计重点。其次，各个小组

可以利用 CAD 软件绘制三维模型，呈现最终的茶楼室内装饰设计

效果，例如每个房间内利用木质屏风做隔断，镂空门窗设计茶楼，

将园林中的山石、流水等元素融入茶楼设计中，每个房间内还可

以摆放陶瓷、木质摆件，营造古色古香的氛围，带给顾客安静、

舒适的感觉。最后，教师可以安排各个小组进行项目成果展示，

让学生阐述本小组设计理念，结合 CAD 图纸进行展示，介绍本校

茶楼装饰设计中采用的原料、摆件和木雕艺术等。各个小组之间

要进行互评，可以对其他小组茶楼设计图纸进行提问，例如房间

内屏风摆放位置、家具尺寸大小等，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评选出班级最佳设计。项目化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自主性，引

导学生把传统文化运用在装饰设计中，运用传统元素激发学生设

计灵感，进一步提升学生室内装饰设计能力。

（四）渗透传统工艺美术，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传统工艺美术类型多样，例如雕刻、篆刻、刺绣和布贴画等，

设计师可以根据室内设计整体风格来融入传统工艺美术元素，让

装饰作品更有审美价值和实用性，为室内装饰设计增添一抹亮色。

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了解不同类型工艺美术作品，可以展示一些苏

绣、木雕和篆刻摆件作品，为学生讲解这些工艺美术作品独特的

色彩艺术、造型艺术和美好寓意，鼓励学生把这些传统工艺美术

元素运用在自己的设计中。例如学生可以把传统工艺美术元素融

入文玩店铺设计中，把实木材质和玻璃相结合，保留原有传统工

艺特色，设立具有古典气息的展柜，可以在展示柜木质边框上雕

刻一些祥云图案，凸显文玩店特色，还可以选用原木色或棕红色

家具，让家具色调与室内装饰整体色调相一致，带给人明亮、古

色古香的感觉。此外，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学习刺绣、篆刻等传统

手工艺术，鼓励学生利用废旧装饰材料制作一些传统工艺美术作

品，从而提升学生艺术素养。例如学生可以学习基本的刺绣针法，

在屏风或隔断上绣一些简单的竹子、汉字或花卉图案，既可以展

现私人定制装饰设计的优点，又可以提升客户满意度，让自己的

室内装饰设计更有个人风格，逐步提升自身设计能力。

（五）讲解传统陈设艺术，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我国室内设计与家具陈设也体现了“中庸”“和谐”理念，

讲究家具陈设布局与色彩、灯具、整体装修风格相得益彰，还要

兼具良好的实用价值，这体现了传统陈设艺术魅力。教师要积极

把陈设艺术融入室内装饰设计教学中，选用不同风格室内设计案

例来进行讲解，帮助学生了解传统陈设艺术，培养学生精益求精、

追求完美的设计精神。例如教师可以出示餐厅装饰设计案例，餐

厅整体色调以浅色调为主，避免复杂的设计，餐椅摆放要与餐桌

中心对称，墙壁上可以悬挂家人照片或绘画作品，让客户在用餐

同时享受家庭温馨，展现出传统陈设艺术的对称美。此外，我们

在设计中也会运用不对称艺术，例如在客厅设计中，通常会在客

厅窗户两侧摆放不同的装饰物，左侧可以摆放一些雕刻类作品，

右侧则摆放一些盆景、鱼缸或花卉，带给人和谐的感觉。教师要

引导学生把传统装饰元素和现代室内装饰设计理念相融合，鼓励

他们把传统元素融入设计中，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完美融

合，把高雅端庄与现代时尚相融合，进一步创新室内装饰方法，

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提升我国室内装饰设计水平。

四、结语 

高校装饰设计教学要全面渗透传统文化，把传统色彩、工艺

美术、地域文化、陈设文化等融入装饰设计者，运用和谐统一、

浓淡相宜的传统色彩艺术可以激发学生灵感，满足客户设计需求，

体现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让学生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逐步

提升学生室内装饰设计能力，为学生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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