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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工艺美术教学现状及策略研究
王秀娟

（烟台南山学院，山东 烟台 265713）

摘要：文化兴国之际，传统工艺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将工艺美术融合到美术设计教学中，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更丰富的

美术设计元素，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美术实践能力，有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传统工艺美术和现代美术设计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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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人们生活方式的融合，审美观也

随着发生了变化，传统工艺美术也因为人们的审美意识变化而被一

步步边缘化。就目前而言，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传统工艺美术资源渐

渐失去了活力，例如：各地年画由于印刷和制版工艺繁复，市场前

景黯淡，皮影戏被现代的电视、电影所排挤，正在濒临灭亡等等。

目前关于文化方面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我国部分地区政府也对此制定了针对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和保

护的专项政策，但是最终的落实效果却并不十分理想。对于传统工

艺美术人才培养工作而言，培养这方面的人才需要很长的时间，并

且这种学习实际上就是一个缓慢的技术与经验的积累过程，其中技

术性较高，几乎所有环节都需要专人进行口传心授，致使当前年轻

人都不愿意接受该类学习。传统手工艺是中国各个民族人民在长期

社会实践中共同创造的智慧结晶，经过世代相传，言传身教，在长

期的发展过程中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发展工艺美术课程对于传承

传统美术文化艺术、推动现代美术设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美术设计中传统工艺美术资源的应用

（一）传统工艺美术资源的文化价值

每个民族文化都有独特性，是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民间

美术工艺所体现出的多元文化价值可以有效地唤醒人们的民族精

神。美术工艺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可以

把民族精神传承给每一个人。

我国高校美术设计是一门综合应用性学科，研究人类生产物

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受

到了西方包豪斯的现代设计教育的影响，另一方面吸收了中国的

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结合。

在这样的多元背景下，将传统工艺美术资源引入到高校美术

设计教学中，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美术工艺丰富美术设计教学

内容，既符合我国高校美术设计教学多元化、个性鲜明的特点，

又能够有效推动我国高校美术设计教学改革。

（二）传统工艺资源的实践价值

20 世纪初，包豪斯学院曾大力倡导“作坊训练”，旨在培养

具备艺术创作和实际操作能力的人才。格罗斯皮尔主张“全面地

培养学生的手艺”，“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手艺，这就是创意

的源头”。

十多年以前，英国工业设计教育学会为设计课程设定了如下

目标：一是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二是培养学生在专业领域内的

专业技能；三是使学生从理论能力尽快转为实际设计能力；四是

要配备数量充足的、有经验的设计教师，尽量给学生创造更多的

学习机会。总之，英国工业设计教育学会将实践性教学视为美术

设计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求学生从学习理论到实践操作，

直接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

（三）传统工艺美术中的人本理念

在几千年的生产发展中，传统工艺美术与人、物、自然和谐

共生，形成一种友好的生态关系，人类的一切创作活动都离不开

对人类生存要素的反思。基于此，高校美术设计教学坚持“以人

为本”的生态思想，生态观念也就成了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

准则。“设计”的真正含义是“培养创造性的设计能力”，也就

是要培养符合时代发展要求、能够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创造能

力的教育。

二、高校工艺美术课程教学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课程体系不健全，教学内容更新慢

目前，国内大部分院校的美术设计学科的工艺美术课程设置

不合理，没有有效挖掘工艺美术的设计元素。同时，由于种种原因，

工艺美术专业知识无法及时地进行更新。特别是当前随着信息技

术和新媒体的发展，设计领域不断革新，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

工艺美术也不断革新，但是高校的工艺美术专业知识更新速度较

慢，这不仅影响到学生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理解，而且还会对学生

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师资队伍水平不高

院校在开展工艺美术课程时，缺乏专业教师。不少教师没有

对工艺美术进行过系统化的了解，对工艺美术专业的理解不够透

彻，不能全面地把握课程特点，这些因素的存在直接影响工艺美

术专业教学质量的提升，无法促进该专业学生自身专业素养的优

化，影响学生后续的就业和发展。

（三）教育方式不完善

院校在实施工艺美术专业的教学改革时，往往在教学策略方

面不够先进。一是大多数院校在实施工艺美术教育时，仍然采用“一

把抓”的方式，即采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评定学生，没有坚持

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这对于学生理解和应用工艺美术设计元素

造成了一定影响。其次，大多数院校对工艺美术教学不够重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要用到一套先进的教学仪器，如美术教室、

工具等。但是，目前许多院校没有配置专门的工艺美术教学资源。

同时，由于学校在教学时间上缺乏合理的规划，过分强调理论知

识传授，忽视了实践操作和应用，致使实践课的课时减少，理论

课时增多，学生掌握了专业理论知识，但对理论知识如何应用缺

乏认识，进而导致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难以发展，使他们难以将

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三、工艺美术教育的策略

（一）挖掘美术工艺的审美价值

工艺美术与人民的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劳动人民

的审美价值观，应用民间工艺美术作为教学资源，有助于提高学

生的审美素养、陶冶学生的情操。工艺美术的外在表现形式有三

种。一是以“物质”为载体的美学形式：比如土楼、窑洞、蒙古包、

吊脚楼等建筑工艺；以挑花、刺绣、插绣、拼布、服饰、织锦等

为代表的民间女子刺绣；以面塑、米塑、糖人、泥塑、竹刻、木

刻等为代表的民间雕塑；以草编、柳编、竹编、绳编、棕编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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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编织工艺；以年画、风筝、剪纸、农民画等为代表的民间

美术，等等。其工艺美术的造型、色彩、图案等都给人以强烈的

视觉美感。二是以“行为”为载体的美学形式：例如春节风俗（社

火、庙会、秧歌、傩戏等），乡土礼仪（满月、抓周、祝寿、婚俗、

丧葬等）、民间娱乐（赛龙舟、舞狮、舞龙等衍生品）等。这种

美学形式具有很强的程式化，而且很多都是与民间工艺有关的工

具，是一种表现形式。三是以“情感”为载体的美学形式，强调

精神追求，诸如图腾崇拜、自然观念、神话传说等都体现了人们

的精神寄托和追求，蕴含着当地的审美风尚、审美追求和审美理想。

与高校设计专业一维化、书面化的审美物象相比，工艺美术具有

更加广阔的审美范围，可以开阔设计专业学生的审美视野，提高

其审美素养。

民间传统工艺美术作品生动形象，例如，巫傩面具是一种涂

成黑色和红色的面具，上面画着一张渴望的面孔，一双巨大的凝

视的眼睛；从额头到嘴唇的长长的、隆起的，通常是弯曲的鼻子，

它的嘴总是张开的，而且有明显的扭曲。这种独特的美学内涵能

够引发设计专业的设计创作和创作灵感，引发学生的审美趣味和

好奇心，提高对民间工艺艺术的鉴赏力，使其在美学共鸣中得到

升华。因此，将民间工艺艺术与设计专业的课程相结合，能够启

发学生在设计形式、内涵、风格等方面展开创新。

民间手工艺的创作实践与人民的社会生产和日常风俗习惯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艺术实践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是水乳

交融的。在艺术创作中，审美主体扮演着“审美客体”的角色，

它能促进学生对民间工艺美术的认识、理解、尊重与分享，从而

增强学生对乡土美学生活的深层认同感。因此，民间工艺艺术的

美学价值与设计专业的课程教学相结合，实际上是将民间工艺艺

术的美学与学生的生活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助于学生的乡土

审美能力的发展。

（二）挖掘美术工艺的文化价值

在美术设计的教学内容中，要将学习和理解乡土文化作为一

项基础性课题，并贯穿于整体的设计思考之中。当前，高等教育

讲的全面素质教育，并不是单纯地开设选修课，而是要有意识地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非技术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基于此，学习和理

解工艺美术中的乡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研究广西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组织学生在暑期社会实

践中深入当地开展实地考察，重点阐述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

中的纹样形态和民族文化的内涵，在实地考察过程中，搜集具有

地方特色的传统工艺中的花纹和文化内涵，了解广西地区少数民

族的文化环境，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教师也可以组织学生在课堂上分享自己家乡的工艺美术文化，

来自山东，河南，内蒙古，云南的同学们向大家展示当地文化气

息的图案，这样整节课程都充满了活力。之后，教师可以给学生

布置设计任务，让他们参考传统工艺美术中的图形资源，选取与

图案文化内涵定位相同的材料、载体制作完成设计作品。

设计实践任务使得学生从“纸上设计”进入到实际操作中去，

将传统工艺美术资源的文化价值观引入到设计中，增强学生对材料

的选用能力、对设计内容的表达能力，使他们真正地感受到文化赋

予了图案设计的精髓。传统工艺美术中的文化元素有助于学生创新

设计思路，对他们今后的设计能力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拓展实践性课程

在工艺美术课程的教学中，应该安排充足的实践课程，组织

学生到当地体验工艺美术的艺术魅力。工艺美术实训教学应发挥

其教育作用，使学生将设计理论知识与实践有机结合，可选择设

计公司、研究所、工业园等进行实践，让学生在研修课程的同时，

亲身感受中国优秀的工艺美术文化，并亲身体验工艺美术作品制

作过程。此外，还可以根据教师的授课特点，选择适当的实习场

所，让学生亲身体验和体会，感受工艺美术的起源和制作环境，

让他们自己动手，用各种传统的手工绘画，或者用颜料来点缀，

形成自己的风格。学生们的作品可以在学校展出，也可以在拍卖

会上展出，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又能为今后的工作奠定良

好的基础。学校要加强建设优质的校外实习基地，企业、学校和

学生的需求各不相同。企业要培育各种具备实际操作技能的人员，

为企业今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学校要强化学生的专业技能，

为学生的未来工作铺平道路；学生要把所学的知识和技巧运用到

实践中去，以达到学以致用。

通过实践活动，既能提高学生对工艺美术这种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传承意识，又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实

际操作中体会到工艺美术的高超技艺和独特魅力。

（四）推进学生创作美术工艺作品向市场化发展

学习工艺美术既能促进学生发展艺术创新能力，有助于推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和保护需要大量的商业资本，需要适应当前市场的发展，所以我

们可以将工艺美术课程教学与企业生产联系起来，通过众筹等方

式实现设计到商品的转化，转化成文创产品，运用多媒体专业手

段形成线上展馆或 VR 博物馆，或者通过线上销售平台进行销售，

将优秀的设计创意转化为可流通的商品，打造商品孵化平台，进

一步推动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私人订制”是当下较为火爆的一种文创产业，传统

工艺美术要寻求发展，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就必须寻求一种创

新的创造方式。为此，可以建立工艺美术作品展览廊或创作社，

利用校内的资源，在校园里开设工艺美术市场，交流非物质文化

遗产。同时，学生还能与市场联系，并能根据顾客的需求，制作

出符合顾客需求的工艺美术产品。同时，要联合企事业单位、科

研项目、校友会、文化平台，打造传统手工艺非遗产品的销售渠道，

多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另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

些毕业生将来也会进入传统工艺美术行业，毕业生们利用自己的

知识，开办一间体验式的工艺美术店铺。这样的一家店，是为了

满足人们对新、奇、特的需求，让人们在体验非物质文化的同时，

也可以通过一种个性化的创造方式，不断探索新的文化创造方式，

推动工艺美术与时俱进。

四、结语

工艺美术对于现代美术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校要明

确课程定位，构建工艺美术模块化知识体系，开拓多界融合的工

艺美术教学打造具有创新性的活态化实践课程，推动商业化的工

艺美术专业课程转向。充分结合工艺美术专业教学课程与学生成

长规律来制定教学策略与教学方法，培养有理论与实践能力的高

素质人才，促进传统手工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也激发了新一代

高校生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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