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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在高职院校美育教学中的创新与研究
黄　千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学校美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高职院校应形成以美育课堂教学为核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兼顾发挥与中华传

统文化有关的社团活动功能，鼓励学生通过参赛参展等形式实施艺术技能学习与实践。使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陶冶高尚情操，塑造美好心灵，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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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不但应将美育课程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而且

还应发挥与中华传统文化艺术有关的社团活动功能，鼓励学生通

过参赛参展等形式实现艺术技能的学习与实践，理解传统美的创

作过程。美育课程学习目标需树立学科融合理念，使美育与德育、

智育、体育、劳动相结合，形成先教传统审美理论，再教具体的

传统文化艺术技能，最后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对传统美的形式、

内容、规律加深感受的良性循环。

一、系统揭示传统美的类型与历程、规律和本质

（一）在美育课的教学中，重点讲述和介绍中国传统、近现

代和当代音乐中的优秀作品

中国传统音乐是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采取本民族固

有形式来创造的，是我国民族音乐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

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和流传的古代作品，还包括当代作品。其中，

中国传统音乐最精华的部分就是民间音乐，它不是某位作曲家个

人的创作，而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历史长

河中不断发展和演变、分化和融合。中国民间音乐表演形式包括：

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和民族器乐。

1. 在律动中感受劳动美

美育课程教学中，教师可采取弹奏劳动号子（汉族民歌的一

种）主题，学生跟随击拍并随着教师弹奏速度的变化而迅速作出

调整。通过练习，使学生体会到劳动号子的使用场合是伴随着劳

动而歌唱、呼号，作用是指挥劳动、协调动作、鼓舞热情、消除

疲劳，歌唱形式最常见为“一领众和”，也认识到劳动创造了美。

不同种类的生产劳动，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劳动号子。搬运、船渔、

工程和农事号子是常见的劳动号子类型。其中以船渔号子最具有

审美价值，旋律时而铿锵有力，而是舒缓抒情，代表曲目有《船

工号子》《黄河船夫曲》，以及根据民歌素材提炼的创作作品，

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及根据其

改编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讲述时

可结合此类优秀曲目和作品的赏析，极大提高学生对中国传统民

歌的鉴赏能力。

2. 自己动手创造美

高职院校可出于各自地域性考虑，在中国传统音乐和近现代、

当代创作音乐的内容里，把极具地方特色的地方音乐作为讲述的

重点。如广东的传统音乐，其作品就具有活泼明快、抒情风趣、

诙谐或富有画面感。经典曲目如：《步步高》《平湖秋月》《赛

龙夺锦》《旱天雷》《雨打芭蕉》等。在近现代及当代的创作音

乐中，有着如根据传统音乐编写的民乐合奏曲《彩云追月》，表

现小市民平凡而又轻松写意的生活；也有着对祖国的壮美山川、

宁静田园等作形象的描绘、细腻的刻画，抒发对祖国的无限眷念

深情的电影插曲《我爱你，中国》这样的优秀经典作品。

为了加深学生对广东地方音乐风格的理解，学习过程中结合

“岭南画派”的内容。有机整合相关学科的美育内容，开展以美

育为主题的跨学科教育教学。音乐与美术完美融合，情感艺术与

视觉艺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高度统一。“岭南画派注重写生，

融汇中西绘画之长，以革命的精神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改造中国

画，并保持了传统中国画的笔墨特色，创制出有时代精神、有地

方特色、气氛酣畅热烈、笔墨劲爽豪纵、色彩鲜艳明亮、水分淋漓、

晕染柔和匀净的现代绘画新格局。”学生通过对“岭南画派”技

法特点的了解，对大师作品的欣赏及临摹，结合广东音乐的欣赏，

还能创作出自己的“岭南画派”风格国画作品，个别优秀学生把

国画作品制作成文创用品。在创造美过程中感受深刻，成效显著。

除了地方特色浓厚的广东音乐，中国音乐的又一讲述重心是

中国戏曲。戏曲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艺术，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方

剧种多样，如：中国的京剧、越剧、豫剧、评剧、黄梅戏。这些，

在世界戏剧史上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其中，京剧体现了古典

戏曲艺术的最高峰。“生、旦、净、丑”是京剧的四大行当。面

部化妆对于不同的行当，样式不一。“生”“旦”角面部化妆比

较简单，“净”“丑”角面部的绘画较为复杂些。尤其是“净”角，

就是通常说的“花脸”，面部厚重油彩，图案复杂。戏曲中的脸谱，

主要指“净”角的面部图案。

学生在对中国戏曲艺术的表现形式有了一定了解基础上，先

鉴赏传统剧目的经典选段，了解其中最具性格特征的人物角色，

随后进入实践环节——临摹脸谱。学生被京剧脸谱鲜艳的色彩、

丰富的表情、各异的五官深深吸引，参与热情极高。

（二）以社团活动为中心营造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氛围

高职院校应开设多个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学生社团，如书

画协会和龙狮协会。社团主要活动内容包括定期实操各项技能和

在重要的传统节日当中营造浓郁的节日氛围。

1. 书画协会与春联

书法是中国甚至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字美的

艺术表现形式。它具有独特的魅力。国画，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艺术，画中的清新典雅、超凡脱俗、意境的空灵   清旷，使学生感

受到大自然的美，让他们更热爱生活和增强他们保护环境的意识。

学生除了在社团活动日系统了解中国书画的理论知识，实操各项

基本技能，如书法当中的硬笔和软笔两种，字体方面，可从最基

本的楷书开始，再拓展到行书、草书、隶书甚至篆书，以及中国

花鸟画中的“国画四君子”梅、兰、竹、菊基本画法；临摹优秀

作品，如书法五种字体的经典字帖，国画中的山水画、花鸟画、

人物画等。此外，还会在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前夕隆

重举行“写春联”活动。活动过程中，还可以配合与节日主题相

吻合的中国音乐作品鉴赏，如交响乐《春节序曲》。同学们都沉

浸在节日的喜庆当中，前来观赏和领取春联的同学络绎不绝。

2. 龙师协会与“龙抬头”及端午节

“舞龙”源自于古人对龙的崇拜。每逢传统的节日，人们以

舞龙舞狮的方式来祈求平安和丰收就成为全国各地汉族的一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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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化，如：从春节开始，然后二月“龙抬头”，五月端午节等。

现在的舞龙舞狮文化，已成为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龙狮协

会可届届相传，主要由高年级会员向低年级传授基本技法。在“龙

抬头”、端午节等重要传统节日中举行表演，既展示了会员们技

能学习的成效，又活跃了校园的节日气氛，更加深了全校师生对

中华传统节日的感受和认识。

二、培养具有审美修养的高素质技能技术，增强传统文化创

新意识

高职院校应在各学科教学中逐步完善“艺术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 + 艺术审美体验 + 艺术专项特长”的教学模式。在学生掌握必

要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着力提升文化理解、审美感知、

艺术表现、创意实践等核心素养，帮助学生形成艺术专项特长。

具体的做法是鼓励学生参赛参展，尤其是内容围绕中国文化的比

赛或展览，并且在比赛和展览作品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

（一）参赛作品选题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1. 校合唱团参赛作品选择优秀的中国合唱作品

在优秀的中国合唱作品中，表现内容集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的

伦理亲情、民间风俗、民族精神以及壮丽山河等，十分有利于中

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高职院校应以高度热情参与“百歌颂中

华”“高校艺术展演活动”及校内“七一”合唱比赛。表现中华孝道、

歌唱祖国大好河山、体现革命精神以及当代军旅题材的合唱作品

应成为参赛曲目的选择重点。部分优秀中国合唱作品更应与“学

党史”结合起来，发挥出其显著成效。

2. 将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拓展至数字化领域参赛

高职院校还应发动同学们积极以文化标志、自然景观、人文

风俗等地域文化特色，以及城市著名旅游景点、标志性建筑进行

创造性设计和创作数字艺术作品参加科技学术季活动中的数字艺

术大赛，为营造健康的、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网络环境出力。

3. 挖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有利于当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

素，鼓励学生将其绘制成漫画参赛

目前，我国甚至全球都应特别关注大学生身心健康。在身体

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博弈中，我国取得的显著成效显然是与我国的

民族精神分不开，而这种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基因是一脉相

承的。这种维系我国大学生身心健康的精神当中蕴含的理念和制

度是中华文化整体观的集中体现。

很多高职院校大学生在感觉身体健康受到某种因素的影响时，

心理上会感觉到不同程度的压抑感。部分学生还会产生从刚开始

的不安、焦虑，最后达到恐慌等各种情绪。面对这种情况，高职

院校的学生心理辅导机构应首先从思想上帮助学生积极调适自己

的不适心理，稳定自己的心态，这一步很重要。

此时，高职院校心理健康辅导机构及老师，可以以“心理漫

画”大赛等为契机，充分挖掘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有利于大

学生健康的应对疾病心理养成的因素，提炼到参赛的漫画作品中。

以通俗、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思

想精华。

中国传统哲学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是“儒、道、法”三家的思想。

道家思想强调“大象无形”“大道至简”，从心理的角度，可以

帮助克制人的各种欲望。运用到大学生应对疾病心理中，可劝告

学生课余时间避免到人多拥挤的购物场所、旅游景点等，提倡规

律作息，按时睡眠；放松冥想，听音乐来放松心情；进行身体锻炼。

儒家思想提倡“格物致知”，通俗地讲就是通过研究事物原理而

获得知识。可提倡大学生在疾病流行期间，积极应对，发展自我。

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规划和提升自我。在按时上课之余，发展一

项新技能，培养一个新爱好，如学习乐器，绘画、外语等。法家

思想中积极因素有如“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等，引申到疾病

应对时期精神和心理中可以理解为：大学生作为国家公民，应自

觉积极配合学校。具体行为规范应表现为：身体健康情况要常关注、

出现特殊状况要及时向上级汇报等。

通过漫画创作等宣传手段，全面调动起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

心理层面的积极因素，有利于高职院校维护学生身心健康的目标

顺利达成。从形式美、内容美、心灵美等角度全面传承和创新中

国传统思想，既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

（二）在校内外各展览中展出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文化主题

作品

高职院校可指导学生以地方性传统建筑风格为主题创作系列

文创展品参展“高校设计作品学院奖双年展”等，加强高职院校

美术与设计教育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教育培养人才、传承文化、

创新科技、服务社会的作用，推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

高等教育。

三、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于校园文化育人的全过程、全方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应深入渗透至校园文化的每一个角落，

贯穿于师生日常学习和生活的全过程。

（一）有益健康的茶文化

茶是中国传统饮品。含有多种有益成分，具有多种保健作用。

中国人饮茶历史源远流长，茶叶按照不同的制作工艺，尤其是根

据叶子的新鲜度或发酵程度，可分为：绿茶、红茶、乌龙茶、黄茶、

黑茶、白茶。不同大类、不同品种的茶叶有着截然不同的冲泡方式，

十分讲究。为了解和传承中国的茶文化，培养学生有益健康的饮

食习惯，部分专业可开设《茶与茶艺》这一门实训课，让同学们

有充足的时间亲自实操。不但继承了传统茶文化，同时愉悦了心情，

有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二）“洋为中用”的校园涂鸦

虽然“涂鸦”这种艺术行为最早并非出现于中国，但同学们

依然可以借这种方式变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如将传统风格建

筑外观绘制于楼道墙体空白处，增添了校园环境的色彩，同时造

成一种拓宽空间的错觉，将收到喜人的成效。

美育要贯穿于育人的全过程、全方位，不仅是上课时教一点

技能，重要的是要对学生的素质、修养、能力、境界全面培养。

高职院校还应不断践行学科融合，有机整合各学科的美育内容，

使美育课程、社团活动、参赛参展及日常校园文化活动成为一个

可不断循环上升的系统，从而开拓思路，与时俱进，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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