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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式家具设计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在高校教学中的应用

林宇琼

广东科技学院，中国·广东　东莞　523000

【摘　要】广式家具设计，作为中华文化艺术的一颗璀璨明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鲜明的地域特征在中国家具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高校美术教育中，广式家具设计以其独有的内敛雅致与雄浑气度，展现了儒释道精神与民俗风情

的交融。高校美术教学巧妙地将广式家具的传统精髓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赋予其跨越时空的生命力，使之在保有古典

韵味之余焕发出时尚简约的气息，体现了历史与现代的对话，以及传承与创新的完美共生。本文围绕广式家具设计的文化

传承与创新在高校教学中的应用这一热点话题展开讨论。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述：广式家具设计的文化底

蕴与特征分析、广式家具设计在高校教学中的现状与挑战、广式家具设计在高校教学中的传承与创新策略、高校教学效果

评估与反馈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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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置身浩瀚的历史长廊，广式家具设计仿佛是一部立体的

历史诗篇，以其沉稳庄重的身姿，悠然诉说着中华民族深

厚的文化积淀与地域特色的交织。在高等教育的殿堂，我

们拾起时光的碎片，精心拼凑出广式家具流光溢彩的历史

画卷。我们试图揭开广式家具设计独特魅力的面纱，将其

打造成连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桥梁，注重高校教

育培养，与未来优秀的设计师们一起让广式家具这颗华夏

文明的瑰宝在未来全球设计舞台上持续焕发异彩。

1　广式家具设计的文化底蕴与特征分析

1.1广式家具的历史沿革与文化内涵

广式家具设计，如同一部凝固的历史长卷，其文化底蕴

与特征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积淀与地域特色之

中。它的历史沿革犹如一条蜿蜒流淌的岁月长河，从明清

时期的兴盛繁荣，到近代的传承与演变，广式家具以其独

特的艺术风貌和精湛的工艺技巧，见证了中国家具设计史

上的辉煌篇章。其文化内涵深邃丰富，不仅体现在对木料

材质的极致追求，更在于其设计中寓含的儒家伦理观、道

家自然观及民俗风情的交织融合，形成了广式家具特有的

内敛雅致与大气磅礴的美学气质。

1.2广式家具的设计元素与技法特点

剖析广式家具的设计元素与技法特点，则可见其在形

制、装饰与工艺等方面的卓越造诣。形制上，广式家具讲

究线条流畅、比例协调，整体造型稳健庄重，透露出东方

美学的平衡之美；装饰手法上，繁复精细的雕刻技艺与寓

意吉祥的纹饰图案交相辉映，尽显匠人的匠心独运与文化

底蕴的深厚；工艺上，采用榫卯结构，无钉无胶，凸显

了中国古代工匠智慧的高超与对自然材料的敬畏之心。尤

为值得一提的是，面对现代审美需求的挑战，广式家具在

高校教育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它借鉴了传统元素的精

髓，又巧妙融入现代设计理念，使得家具形态在不失古典

韵味的同时，又展现出时尚简约的现代感，实现了跨越时

空的对话与碰撞，绽放出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2　广式家具设计在高校教学中的现状与挑战

2.1当前高校教学中广式家具设计课程的实施状况

在当今中国高校的美术教育体系中，广式家具设计课程

犹如一颗璀璨的文化瑰宝，镶嵌在现代工艺美术与传统文

化传承的教学版图上。这种源于明清时期，融汇东西方文

化精粹的独特家具艺术形式，在高等教育的课堂里焕发着

新的生机与活力。

当前高校教学中相关课程的实施状况可谓立体多元，

既注重理论积淀，又重视实践创新。一方面，课程内容详

实丰富，涵盖历史沿革、艺术风格、结构工艺、材料选择

等多个维度，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欣赏广式家具的美学价

值与人文内涵。另一方面，部分高校通过校企合作、实地

考察等方式，搭建了与传统家具产业基地如广东等地的紧

密联系，使学生有机会亲临现场观摩制作过程，甚至参与

到广式家具的实际设计与制作项目中，理论与实践紧密结

合，提升了教学的实效性。

然而，面对新时代下的设计教育需求与市场发展趋

势，广式家具设计课程在高校教学中也面临着多重挑战。

一是如何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突破固有思维框

架，将广式家具的设计元素与现代审美趣味、功能需求相

融合，创造出既能传承经典又能引领潮流的新一代作品。

二是如何解决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许多高校受限于空

间、设备及师资力量，难以完全模拟出完整的广式家具制

作流程，导致学生在实际操作环节可能缺乏足够的体验与

锻炼。

2.2高校学生对广式家具设计的认知与接受程度

关于高校学生对广式家具设计的认知与接受程度，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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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复杂而有趣的现象。随着国潮复兴与民族文化自信的

提升，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兴趣日益浓厚，他

们视广式家具为承载民族记忆与技艺传承的重要载体。然

而，也有部分学生起初可能会因其繁复的装饰细节和深厚

的历史底蕴感到陌生或疏离。因此，如何激发学生内在的

情感共鸣，培养他们对广式家具设计的热爱与认同感，使

之自觉地承担起发扬光大中国传统家具艺术的责任，成为

了教学过程中的一大课题。

广式家具设计在高校教学中的实施既展现出我国高等

教育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上的坚定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在

时代变迁中对传统艺术现代化转化的积极探索。唯有不断

克服挑战，挖掘与传承其独特魅力，才能让广式家具这一

璀璨的文化遗产在未来的设计师手中熠熠生辉，绽放新的

光彩。

3　广式家具设计在高校教学中的传承与创新策略

在广式家具设计这一独特而重要的学术领域内，高等

教育机构承载着双重职责：一方面是守护与传承这份深厚

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则是推动其创新发展，使之与时俱

进，焕发新生。为了有效地履行这一历史使命，我国各大

高校正积极探索并实施一系列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深度

改革举措。

3.1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针对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重构，许多高校已经开始摒

弃单一、线性的传统教学路径，转向建立一个立体化、多

元化的教育框架。以华南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为例，他

们在教授广式家具设计课程时，独具匠心地将该课程与现

代设计理论、人体工程学原理、新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的

知识体系相融合，使学生在深入了解和掌握广式家具传统

工艺技艺的同时，也能敏锐捕捉到当代设计思维与技术创

新的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众多美术学院还开创性地引

入了数字化设计与智能制造技术，通过计算机模拟再现广

式家具的制作过程，并借助3D打印等前沿科技手段实现实

物创作。这一跨学科的教学模式无疑大大提升了学生的设

计视野，有力地推进了广式家具设计向现代化、科技化方

向的发展转型。

3.2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创新

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的革新亦成为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

环节。诸多高校纷纷引入“工作坊”、“大师工作室”等

实践教学形式，聘请业内享有盛誉的广式家具设计师作为

客座教师，引领学生全程参与从选材、构思、设计草图至

最终成品产出的各个环节，让理论知识在实际操作中得到

升华和验证。中山大学艺术学院即开设了类似的实践型课

程，特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临指导，使学生亲手制

作广式家具，通过亲身体验感悟传统工艺的魅力，从而深

化对广式家具设计内在规律的理解与把握。

3.3文化传承与创新理念的融合渗透

文化传承与创新理念的交融共生是广式家具设计在高校

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这一点

上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在课程设置中深度植入丰富的

历史文化元素，引领学生深入探寻广式家具背后所蕴藏的

历史脉络与人文意涵，激励他们在继承发扬传统艺术精华

的同时，敢于突破边界，将现代审美观念与现实生活需求

融入设计之中，创造出既有浓郁传统底蕴又能满足现代审

美诉求的新颖家具作品。

4　高校教学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建设

对于广式家具设计的教学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建设，

许多高校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关注

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与实践技能提升，更注重对学生

创新思维与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并通过定期的作品展

示、研讨会以及同行评价等多种方式收集反馈意见，形成

一种动态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各类设计竞赛与项目实践，以此检验教学成果，并根据反

馈信息及时调整和完善教学策略，力求在保持广式家具文

化传承的纯粹性与连续性的同时，为其赋予更多的时代特

征与创新活力。

广式家具设计在高校教学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应用，是

一场旨在激活传统艺术生命力、回应时代变迁挑战的教育

实践。通过严谨细致的教学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使得每

一份创意都能得以提炼升华，每一寸木材都承载着历史的

回响与未来的期待，共同铸就广式家具设计在高等教育领

域里那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5　结束语

广式家具设计，这个凝聚着历史记忆与文化灵魂的艺术

载体，在高校教育的沃土中找到了新生与再生的力量。笔

者借由对其历史脉络的梳理、文化内涵的解读以及设计技

法的探究，深掘其深厚的人文价值与艺术潜能，以此为引

领，启迪并激励新一代设计者们在拥抱传统的同时勇敢创

新，使广式家具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在时代的洪流

中历久弥新，展现其跨越时空的恒久魅力。在教育的洗礼

下，广式家具设计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交融共生，如凤凰涅

槃般在世界设计舞台之上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参考文献：

[1]杜嫚雲,乔国玲.西学东渐背景下玻璃镜装饰艺术研

究[J].湖南包装,2022,37(02):121-125.

[2]乔熠.丝绸文化在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的传承与创新

探索[J].西部皮革,2022,44(05):61-63.

[3]王銮玉.惠州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课实践教

学中的应用与创新研究[J].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

报,2021,41(05):94-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