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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中华传统文化凝结了千百

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其中不仅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哲理，对于指引

人们获得更加优良的道德水平、价值取向也有重要意义。中华传

统文化点滴渗透在了人们的生活中，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并

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社会发展。艺术教育作为一

种培养人良好品质、行为的教育模式，若能和中华传统文化融合，

将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本文将针对中华传统文化与艺术教育的

融合进行分析，并浅谈以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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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艺术教育也并非单纯的音乐、

美术、摄影等技术类教学，其重点在于帮助学生养成一种“与美

相伴”的生活方式。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更是当代

人们生活所需的精神家园。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若想要在激荡的

世界文化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综合实力，

重新审视艺术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的关系。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对艺术教育和传统

文化的融合质量，充分将艺术教育这一载体的作用发挥出来，培

育出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艺术来源于文化，这也为教师将

中华传统文化融合到艺术教育的过程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传统

文化并非守旧复古，而是鼓励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结合当今

时代特点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精神文化形式。

一、中华传统文化与艺术教育融合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我国在当今世界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源泉，在世

界文化之林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华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当今

世界唯一没有发生断层文化类型，其包含了丰富的人生哲学、人

文艺术和伦理道德等元素，对中华民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将中华传

统文化与艺术教育充分融合，能够为我国人民打造一个优质的精

神家园。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在于教育，因此，将艺术教育和中

华传统文化进行有效融合有重要意义，能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

这对其之后形成健康、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发展其思想道

德品质有重要意义。

（二）有利于艺术教育体系建设

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平台，学校要不断提升将传统文化与艺

术教育融合建设的意识，在课堂中将中华传统文化呈现在学生面

前。通过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到艺术教育中，能够使两者相辅相成、

交相辉映，进而使其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为艺术教育体系建设提供充足养料，进而

促使教师的艺术教育水平得到大幅提升。通过不断优化艺术教育

体系，学生能在学习中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更深入理解，对其未

来思想道德建设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中华传统文化与艺术教育融合的策略

（一）更新艺术课程体系，激发传统文化兴趣

为更好地助力课程改革，在进行艺术教育课程体系构建时，

首先需全面了解学生的“三状态”，即他们的学习状态、身体状

态及心理状态，确保学生能以较为昂扬的姿态投入到艺术学习中。

中华传统文化内容非常丰富，其本身与艺术教育息息相关。例如，

艺术教育会涉及到国画、民族戏曲、音乐、书法等艺术内容，这

些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艺术教育可以在国画、书

法中体现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优质的传统文化思想，部分国

画中会搭配相应的诗词、篆刻等元素，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在艺术

教育中独一无二的印记。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化之

林屹立不倒，中国风元素在全球得以风靡，主要原因在于中华传

统文化具有非常独特的艺术基因。在开展艺术教育时，将中华传

统文化元素引入课堂，既是艺术教育的发展规律，也有利于中华

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构建艺术教育课程体系时，可以尝试将传统文化元素引入进

来，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居、服饰、民间工艺或者戏剧等内

容融入艺术教育课堂，让学生从这些传统艺术中产生耳目一新之

感，增强艺术教育对学生的吸引力。

在此过程中，需关注艺术教育规律和学生的认知特点，结合

不同学情开展艺术教育，利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提升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感知和理解能力。

此外，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教师可尝试借助各种网

络教学平台引导学生在网络上进行自主艺术学习，提升其对艺术

的鉴赏能力，深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表现形式，感受各

个地区、民族的艺术文化特色，对我国的民俗风尚、风土人情产

生更深入理解，进而引导学生产生更高的精神追求。

（二）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丰富艺术表现形式

在艺术全球化的今天，诸多国外的艺术形式进入到人们的生

活中，无论是“日本动漫”还是“好莱坞电影”，都在一定程度

上对学生学习传统文化造成了羁绊。

如何让中华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逐渐成为

当代艺术教育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可以尝试

将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艺术作品中国，这样不仅能对艺术

鉴赏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还可让中华传统文化以更现代的方

式走向世界。

将文化融入艺术自古有之，魏晋时期的著名画家顾恺之便将

一些玄学主张融合到了自身画作中，进而表现出一种自由精神。

五四以来，我国很多艺术作品缺乏感染力，其原因在于未能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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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融入到艺术创作中。

基于此，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要自觉融入传统文化内涵，以

艺术语言彰显出中华儿女的精气神，突出家国情怀、崇德弘毅等

优良品质。

进行艺术创作教育时，要善于向前辈大师学习，通过艺术作

品对民族文化、精神以及民族理想进行有效传承。在进行艺术教

育时，要主动将传统文化与艺术教育紧密结合，促进艺术学科和

人文类学科的有效融合。通过进一步发掘艺术教育资源，能够极

大丰富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深入地融

合到艺术作品中，从而使得艺术作品更具吸引力、传统文化更具

生命力。

（三）开展传统文化活动，加深艺术教育理解

学校的功能不仅是教授学生艺术知识，更在于对优质文化进

行传承和发展。为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校园文化活动起到了至

关重要且难以忽视的作用。

为更好地将传统文化与艺术教育相融合，必须要给学生提供

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将学校的文化育人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一

方面，学校可以结合艺术教育内容，举办一些高雅艺术的展演，

让更多的传统艺术形式走入校园，来到学生身边。

在此过程中，学生能从艺术表演中感受到传统年文化的魅力。

比如，很多学校在艺术教育过程中邀请了一些昆曲、话剧、地方

戏曲等表演艺术家到学校展演，通过这些传统文化活动，在潜移

默化中将传统文化的基因深刻入学生的灵魂，促使其对传统文化

的感知能力和对艺术的审美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

通过开展传统文化活动，能够在无形中将艺术教育和传统文

化的距离拉近，进而让学生在接受艺术教育时对所学内容产生更

深的理解。

例如，教师可以将经典话剧《立秋》引入艺术教学中。这一

话剧的剧情非常生动感人，表演者对人物的塑造也显得有血有肉。

《立秋》这部话剧的主题非常厚重，寓意也较为深远，充分为学

生展示了中华民族勤奋、诚信、敬业等优秀的思想品质，对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也有重要体现。

不仅如此，学生也可在学校发挥学生社团的作用，将校园文

化与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利用社团在学校中的影响力，引导

更多学生对艺术和传统文化融合产生深入思考。

在举办校园文化时，要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进而让更多学

生参与到艺术活动中。教师在进行艺术教育时，也要对学生进行

有力引导，通过开展诗朗诵、文艺晚会、征文活动以及诗歌比赛

等活动，锻炼学生的艺术才能，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进而

让中华传统文化在无形中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

（四）构建多元艺术教育模式，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艺术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将传统文化与艺术教育融合的模

式也非常多元，这就需要教师构建出一个多元化、相互协作的新

型艺术教育格局。

在进行艺术教育时，教师不仅能够通过种类丰富的艺术活动

对学生进行熏陶，还可以借助丰富的社会资源，立足于实际教学

环境，重视社区艺术教育、网络资源引入，进而让中华传统文化

如空气般围绕在学生周围。

例如，在进行艺术教育时，可以带领学生到学校附近的博物馆、

画廊、音乐厅、美术馆、纪念馆、文化遗产单位、名胜古迹以及

历史文化街区等进行游览，通过实地考察让学生对传统文化与艺

术教育的融合产生直观、深入的理解。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组

织学生进行写生、教学等，让学生更好地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

魅力，进而提升其文化自信。

在此信息时代，教师进行艺术教育时离不开网络资源。艺术

教育者可以借助信息技术，从网络中发掘一些与中华传统元素有

关的艺术教育内容，并通过多媒体、微课等手段，呈现在学生面前，

让他们从生动的图像、视频中，对传统文化与艺术教育之间的关

系产生更深入理解。

不仅如此，为帮助学生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教师可结

合实际情况，搭建一个极具针对性的艺术教育网络云平台，并在

平台上传一些优秀的艺术作品，包括但不限于影视剧、戏曲、皮

影、书法作品、篆刻印章等，让学生能随时获取想要的艺术知识，

从而逐渐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艺术鉴赏知识体系，为中华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添砖加瓦。

三、结语

综上所述，艺术教育是国家形成自身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方式

之一，中华传统文化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力量源泉，若能将两者有

机融合，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以及艺术教育水平的提升有重要意

义。为实现此目标，教师需不断更新艺术教育课程体系，将中华

传统文化引入课堂，鼓励学生将传统文化元素加入到艺术创作过

程中，以此发展学生的艺术感知能力，提升艺术教育质量。此外，

教师通过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带领学生参观文化展览馆、观看艺

术作品等方式，帮助学生逐步理清艺术与中华传统文化间紧密联

系，在无形中帮助学生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艺术知识体系，形成

更符合中华传统文化要求的思想道德标准，为之后的进一步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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