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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视域下地方民族高师一流美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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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文化，发掘利用民族地域优秀文化对地方民族高师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教学内容的进行高
阶搭建，构建民族美术课程体系实现建立与地方民族高师发展相适应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完成创新新型民族美术教育构建一流
美术学学科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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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美术学科课程体系建设所在民族高师地处广西崇左市，是

中越边境新兴城市，是陆路东盟大通道和“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城市。具有“沿边多民族”的区位优势和发展特色鲜明的民族学科

优势。当今在一流学科建设中，突出“地方特色”、“民族文化”

的培育与建设是我国各地方高校研发学科建设的有效方案和主要途

径。走自主内生的民族文化特色人才强学之路中发挥与中原主体文

化呼应发展的南方稻作文化、渔业捕捞文化、原始崇拜文化等，顺

应地方本土壮族大石铲、花山岩画、铜鼓形制与纹饰、壮锦几何纹

饰等中的美术造物审美思想与技术理念，构建具有边疆民族文化内

涵美术专业学科课程新体系达到突破现有的习惯性认知模式，对培

养学生深度分析事物能力、审美意识有具有深入探究和勇于的创新

精神和现实意义。

1. 地方民族美术学（教师教育）学科课程体系的
现实状况

地方民族高师美术学学科现课程体系为，专业基础课：素描、

色彩基础、基础图案、速写与构图、书法篆刻、版画基础、美术鉴赏；

专业核心课：中国画基础、水彩画、油画、手工制作、中国美术史、

外国美术史、艺术概论；专业方向课：中国画创作、油画画创作、

水彩画创作、书法创作、民族手工设计制作。与国内同类院校的课

程设置同质化严重，而明显缺乏本土壮族美术学学科一流建设依托

所在广西崇左市丰富的壮族文化资源和优越地理位置开发利用。在

建设创新民族美术学科课程内容必须突出强调广度和深度，突破习

惯性认知心理，培养学生深度分析质疑理解能力。2015年10月24日，

国务院下发《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

方案的通知》提出，鼓励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积极参与“双一流”

建设，通过建设一流学科差别化建设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水平。

2. 拥抱本土壮族文化对美术专业学科课程体系建
设必要性及作用

2.1 丰富美术学科课程教学内容
壮族美术学科课程内容在课程体系主要内容、特色、优势和可

能取得的突破，主要内容为本学科以民族美术表现、美术元素、民

族文化、民族审美研究前沿成果等凸显自身特色。依托广西左江流

域花山岩画、壮族铜鼓、壮锦、壮族服饰等，对壮族美术在图腾崇

拜、原始信仰、渔业捕捞、稻作文明、中原汉文化等作用下诞生经

典薄而硬朗的三足圆雕蛙饰的壮族铜鼓，连绵承接本民族花肩石铲、

陶器几何纹饰、花山岩画图像、壮锦几何纹饰以简练满密的拓印式

的制作手法，并把几何饰纹作为族群主流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在

壮锦、壮族铜鼓、壮族服饰当中的美术造型与壮族生活密切相关的

造物思想，经过历代壮族祖先的不断认知、不断演化，最终以圆形、

正方向、长方形、菱形、六角形等几何图案所代替，这种美术造型

既结构严谨，又不乏端庄肃穆。

2.2 独有民族美术的样式映射出本土民族文化内涵和美术
表现

在中华中原主体美术形式下引导学生感受和认识壮族美术的独

特性和多样性，赏析广西左右江流域及邕江流域出土大量石器，这

些石器均具有对称均衡、光滑精美的美术特点，代表作品花肩大石

铲直接成为祭祀礼器代表壮族祖先是非常崇拜种植、收获、繁衍的

族群；陶器中大量的几何纹理、绳纹样、划纹为主制作方式，其中

汉代出土的五联陶罐制作技术难度大，技艺水平高超，既整体美观

对称又可以分食实用，则是壮族陶器美术的代表之一。最能体现壮

族美术风格和元素的便是花山岩画和壮族铜鼓，恢弘的花山岩画创

造“青蛙人”的形象也是利用几何造型的美术手法，是壮族的水稻

种植与渔猎捕捞文化作用结果。壮族所独有的三足青蛙铜鼓呈现出

水是生命之源的理念，其最大的特点便是进行肆意夸张地创造，进

而表达了壮族美术创作的高度。

2.3 实现美术学科与壮族文化共享发展使学科课程建设本
土化、自主化与世界化

在多元文化的学习背景下，学生在学习与应用中会针对着更加

多样与丰富的文化差异。学科课程体系一流总体建设目标，进入社

会实践和生产领域，自主引导文化与技术进步发展，创新课程体系

的完成内容建设使命。通过壮族稻作文化、渔业捕捞文化、原始图

腾崇拜文化、铜鼓文化、花山文化、壮锦文化、服饰文化与干栏建

筑文化八个方面作为民族美术课程特色的核心内容，系统完善与建

立打造本土特色民族美术应用课程体系，改进我国高校课程内文化

思想交流方式比较单一， 国际化思想多元文化学习薄弱特征，弥

补课程内涵建设缺乏的民族团结史，民族发展创新史而不断激发和

增强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感价值观形成教育。

 3. 美术学专业一流学科课程体系与民族文化教学
融合路径探索

3.1 利用壮族文化核心与凝聚力生成的美术学科体系
地方高校一流学科课程体系改革的总体方向必须明确支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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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双一流”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培养造就高素质专门

人才和地方文化创新人才。壮族文化核心内容认同中华民族和认同

中华优秀文化，结合《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提出美

术核心素养中文化理解，认识中华优秀传统美术的文化内涵，突出

独特的艺术魅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在《初中美

术课程标准》也强调使美术学习从单纯的技能技巧层面提高到美术

文化层面。美术学科自身是一个多文化构成体、多技法表现综合体、

多审美判断的生成体，而不是美术学科知识的聚合体，必须依靠自

身内部不同要素而生成学科体系。

3.2 开发建设壮族美术专业课程新内容突破习惯性认知
心理

壮族先民骆越文化蕴含了南方多个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

作为中国人口第一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如在铜鼓中以简洁夸张的半球形眼、三角身、肥臀、

三足的独特物象造形观的蛙神塑像，铜鼓作为重器也始终承载族群

鸟图腾的物化形态，担负了暗喻与象征的标志重担，纹饰在三界观

念下竹桶形制中充分显示出壮族先民高度提炼能力，巧妙对自然形

进行简化、对称、重复形成抽象的点、线、面的进行美术造型热情，

充分使其重复、递进、扩散、辐射、均衡、交错等而具有流动感和

韵律感，使壮族铜鼓成为高度遵循“美的规律”民族艺术。

3.3 培养学生多元文化下美术表现高阶思维能力和深度分
析能力

民族文化的多元化是指认同中华优秀文化并尊重人类文化的多

样性。壮族美术与中原传统美术有着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识上的差别，

一是壮族铜鼓以几何形为主的拓印式制作手法始终贯穿于“天地水”

三界与“人神互动”原始认识造物思维；二是在世界文化遗产花山

岩画中主体物象便是祖先的神灵  、族群首领、巫觋等便以半人半神

符号化代表图式出现了——青蛙人，它带给壮族先民精神寄托便是

具有超人的一些特性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能力；三是壮族传

统陶器、壮锦、服饰等美术形式也同样演绎几何形为装饰风格的民

族风。壮族美术形式与内涵的借助差别化的美术学科课程建设主线，

对应专业基础课建立和培养民族美术审美判断，对应专业核心课的

花山岩画、铜鼓纹饰、壮锦图案等知识层级积累方式完成专业技能

能力促成美术表现与创意实践，而提供无限的主题和本土美术元素，

对于现代艺术教育有着多元审美参照，使学生真正认同与感悟边疆

民族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来增强中华多民族团结和谐意识育人教育作

用，使学生面不断临着一些复杂的情境，一些新的知识问题，就会

驱动授课教师们比利用知识技能更高的解决问题能力。由此民族高

师壮族美术学科建设将抓牢“多元文化”实施“文化认同”、“民

族团结”、“稳边守疆”及“国际合作”等政策导向进行培养学生

高阶思维能力和深度分析能力。

3.4 构建壮族美术专业课程创意实践新体系“专业课程体
系 + 壮族美术”的模式

即专业基础课（素描、色彩基础、基础图案、版画基础、美术

鉴赏）+石（玉）器、壮锦、铜鼓纹饰、花山岩画；专业核心课（国画、

油画、水彩、手工制作、美术史）+ 花山岩画、傩面像、壮族美术

史、壮族美术文化；专业方向课（中国画创作、油画画创作、水彩

画创作）+花山岩画、铜鼓、服饰纹样、干栏建筑、青铜器、陶器。

培养学生明确壮族民族审美意识是不断强化的几何形的锯齿线、平

行线、圆形、方形、菱形等装饰纹饰，经典的丰臀三足造型圆雕青

蛙铜鼓鼓面简洁方硬艺术手法塑像，壮族铜鼓并始终把太阳置于中

心是视为最神圣的民族审美所需。如在原素描课程的授课中加入壮

族花山岩画、铜鼓青蛙鼓面雕像造型理念后，学生分析素描课程造

型各元素内容的创意探索性、灵活性、求异性、实验性等特征开始

明显出现，进而引导学生树立打破常规的思想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以新的眼光和思维关注思考周围世界，不断创造出表达思想和新表

现的能力。最终使壮族美术的图像和符号元素内涵在学科建设新体

系中得以全面化的应用，不断传授美术“双基”又开发审美创造力，

在民族高师美术专业双一流建设中得到高标准的目标。

结语
未来迎接学生们不可能是虚位以待的工作岗位以及固有和惯性

思维生活，而要教会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中解决新问题的能力。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一流的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使边疆民族地

方高校美术专业经过教育教学改革一定能发扬和利用民族地区文化

优势，建立起具有民族地区美术学课程教育特色新时代的发展道路。

广西壮族美术资源在区内壮族美术课程应用对民族文化继承不仅后

继有人，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多元文化方面增强认

同感、自信感，加大中华文化在东盟的影响力，为我国西南边疆的

民族团结提供文化内涵支撑与人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