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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不断交融的世界，每个国家与民
族在保留自身文化特点的同时，也在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
自二战以后，经济强大的美国也将自己的文化向外扩张，不断
影响与改变其他国家的文化习俗、艺术表现及价值观念，对青
少年教育和成长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效应。例如好莱坞的艺术作品
是美国文化向外宣传最主要的先锋之一，多年来，在世界范围
内引导了一种痞子英雄、性感美女、任性自由及打破传统的价
值取向。

中国上下五千年，是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存活至今的国
度，经历沧海桑田，支持华夏儿女绵延至今的就是中国的传统
文化和文化下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艺术形式及其对应的价值取向。
纵观中国千百年来所踊跃出的英雄人物，每一个都有着爱我华夏
一草一木的赤子之心，都有着不畏艰难奋发图强的豪情壮志，
也有着家国情怀勇于担当的华夏本色，这些情怀和精神不就是高
素质的体现吗？这是属于中华独有的贵族精神。因此，面对当
今的青少年教育问题，传统文化与艺术应该是诊治不良现象的独
门秘方，也是素质教育应该采用的内容与方式。

1  传统文化是素质教育的内在基石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其特定的环境中经历长时间积

累、筛选和架构而成的文化，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历史积淀而成
的文化，是符合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文化，也是承载民族灵魂的
所在。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古人多以故事或者朗朗上口的
方式作为幼儿教育的开始，如众所周知的《三字经》和《千
字文》，其中不仅包括了华夏的历史、地理、天文、人物及
事件等内容，让孩子在学习文字的同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也
通过故事或者形象思维充分展示华夏丰富的人文内容，让孩子通
过形象思维记住中国文字，这是传统文化在素质教育中最为智慧
的表现方式。

在当今的应试教育中，青少年将素质课程中的历史、地理和
美术等课程作为一种考试种类对待，而教师也迫于各种考核，使
素质类型课程的课堂显得生硬死板。例如历史课程只以发生时间、
人物和历史意义作为教学和考核的内容，而忽略了历史发生的原
因、社会环境及人物选择等多元性的分析，使历史课丧失了对今
人的启迪与指导作用，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大多不知民族过往，
更迷茫于未来的发展。以至于到了高校课堂，许多学生说不清楚
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中华民族的起源及运用混乱的文化元素等
现象与问题，甚至在文科生和艺术生中还出现运用日本文化来表
现中国传统造型与艺术的现象！

一个没有文化传承的民族是畸形的民族，一个没有传统文化
底蕴的民族是走不远的，因此，国家提出素质教育和思政教育的
概念，同时也呼吁弘扬传统文化教育，让年轻人知道历史，传承
文化，从而不忘本，让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成为素质教育最坚实的
基础，也让华夏优秀文化能在当今的世界中继续璀璨夺目。那么，
如何在当今的时代中以传统文化引导青少年呢？

2   传统艺术是促进素质教育的方式
艺术，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并不是仅仅只限制于绘

画、音乐、文学、雕刻等内容。艺术可以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如生活习惯、做事方式及价值取向等，艺术是每个人对待
美的不同体现，是价值观、世界观和精神层面的最高表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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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艺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体现出绚丽多彩的特
点。如中国绘画就可以分为山水、人物和花鸟虫鱼，以表现方式
又大致分为工笔和写意，这些定义是教科书中常见的，然而如果
游历中国的山河，民间绘画的种类和方式也让人惊艳不已，无论
是创作风格还是表现手法都让世界其他民族望成莫及。不仅如此，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少数民族最多的国家，每一个少数民族在其文
化艺术的表现上也是独树一帜，例如彝族绣品曾惊艳伦敦拍卖会，
让许多西方艺术家惊叹绣品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而这只是一
个普通彝族妇女嫁衣上的绣片。

好的艺术是对人精神层面上的一种洗礼和升华，而现今许多
青少年沉迷于哈韩哈日的跟风、陶醉于日韩文化的艺术，却独独
忘记了华夏才是东亚传统文化与艺术的最高殿堂，他们跟随日本
文化，更为日本艺术顶礼膜拜，可无知的是，所有的日韩传统文
化和艺术都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例如木屐鞋早在中国汉代以前就
有记载，和服头饰在敦煌壁画中比比皆是，日本茶道也在唐代墓
穴中被发现源于中国，日本引以为傲的古建筑也只是中国唐代建
筑的翻版而已。就连现代青少年迷恋的日本动漫形象大眼造型也
是源自中国早年水墨动画的造型，最典型的就是《哪咤闹海》中
哪咤。

由此可见，青少年喜好的日韩文化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外
输出后的次生产品而已，回顾日韩在本土传统文化与艺术的教育
上是十分严格的，如重大的节日中，国家鼓励或要求大众身着传
统服饰出门；绘画艺术家偏爱本土的传统手工纸张；顶级的演员
是表演传统能剧的；最受追捧的运动员是传统相扑手。而对其他
国家，日本却将大量伪娘和伦理道德有问题的动漫作品无差别地
进行推广，从文化上影响他国的素质教育。

3   总结
促进和提高素质教育从根本上就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用中

国的传统艺术唤起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兴趣，让孩子自觉
学习和领悟中华大地上曾今的智慧之光，同时，传统艺术技能的
培养也能让青少年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多一份沉淀，多一个创新的
渠道，也让中华传统艺术得以传承。

无论在什么时代，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前人的智慧总是后人
最宝贵的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世世
代代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也是植根于
每一个中国人心灵深处不可磨灭的痕迹，她与生俱来，忘记了她
就如同失去了灵魂的躯壳。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正确的引导是
教育最核心的价值，促进和提升素质教育刻不容缓。在双减政策
的扶持下，应该让青少年更多地通过亲身体验传统艺术的表现和
技能学习，以传统文化中的美充实其心灵，唤起其兴趣，从而促
进和提升现代中国素质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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