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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传统文化课的美育渗透路径探析
谭　琴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随着现代教育的持续改革，美育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其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认知与素养，而且利于培养和引导学生对

美好事物的追求理想，促进学生人文精神与美好品格的凝塑。传统文化与美育之间有着深切的联系，因此高校必须全面开发传统文化课

程的美育功能，用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与艺术内核引领学生审美逻辑的发展。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展开研究，通过探析传统文化与美育之

间的关系，进而提出高校传统文化课的美育渗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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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文化自信建设”的号召下，传统文化成为社会

各界关注的重要内容，因此高校也在积极建立传统文化课，以通

过倡导、弘扬、教育的方式引领学生进行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

作为美育实施的天然资源，不仅可以为传统文化课增添新意与色

彩，还能促进学生的综合意识发展，因此传统文化课成为高校实

施美育教育的重要途径。

一、传统文化与美育之间的关系

在高等教育阶段，美育对学生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传统文化

与美育之间具有紧密而相互作用的深层关系，教师需要找准其中

的关系特征，进而通过二者的有效融合，实现二者教育功能的相

互反哺作用，促进学生的文化传承意识与审美体验同步发展。

（一）传统文化是实施美育的天然资源

高校通常借助艺术教育的过程落实美育教育，即通过音乐、

美术等艺术形式，引导学生在鉴赏、学习、创编、评析的过程中，

不断拓展审美和文化认知，进而拥有更全面的审美视野与水平。

而传统文化本身就包含大量的艺术形式与内容，因此可以为实施

美育提供大量的天然资源，而传统文化课也自然成为最佳的美育

途径。首先，传统文化课是对优秀文化精华的筛选教育，其审美

教育的资源具有更高的应用价值与普及意义，而我国的传统文化

中又蕴含着各种美德与哲学内涵，对于学生的审美观建设具有重

要的指导价值。其次传统文化课中包含各种形式的艺术内容，其

中不仅有各个民族与区域流传至今的音乐、舞蹈、美术等各类精

品文化形式，而且还有诗歌、书法、曲艺、民间工艺、地方民俗、

古代建筑与服饰等各种不同的艺术形态，这对于健全和拓展学生

的审美视野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此外，传统文化课还会开展各

类文化活动与艺术活动，比如校内的各种文化节、艺术社团，校

外的美术馆展览活动、博物馆参观活动、剧场演出活动等，为学

生体验传统文化、推进审美意识提供了全方位的路径。

（二）美育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契机

科学美育的实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支持，而美育教育本身也

为传统文化课提供了重要的教育和理解契机。一方面，高校在美

育实施方面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课程体系和组织形式，但传统文化

课的开展却并未形成完备的系统，教师可以借助美育实施的基本

思路对传统文化课进行完善优化，进而形成标准的教育流程，对

课程内容、开展形式、评价形态进行系统化建设，以此保证传统

文化课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美育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重

要方法，而传统文化课对学生的审美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尤其

在各类传统艺术作品、民间工艺、美术形象等内容的学习中，学

生必须具备良好的审美基础才能理解其中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

才能体会到我国文化中隐藏在深处的复杂情感与内在品格。因此，

传统文化课与美育的融合就成为教师必须落实的教育基础。

二、高校传统文化课的美育渗透路径

（一）立足课程资源，把握内容美育

课程资源是传统文化课中渗透美育的主要途径，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应深入挖掘课程中的美育资源和审美形式，并以此作为文

化美育的实施前提。首先，教师要以当前时代的高度目光看待传

统文化，并能够从中找到为当代学生提供心灵启发与思想启迪的

教育内容，由此实现对学生的心灵美育。比如从古代工匠与科学

家的实践与创新故事中，培育学生领悟与时俱进的创新美；在各

民族同胞友好相处、共创中华文明的历史现实中品味和谐美；在

古代抗敌戍边、精忠报国的武将文人的传说中体会爱国情之美；

在各种经典文学作品之中体验见义勇为、尊老爱亲、诚实守信的

道德美。这些内容无一不彰显着对学生心灵美的引导作用，因此

教师就可以在对应的课程设计中突出这些内容的升华讲解。例如

在学习四大发明的相关文化故事时，教师就可以从古代工匠的创

新精神和实践意识中展开教学，一方面可以组织交流讨论活动，

让学生表达对我国古代匠人的敬佩之情，同时也要对学生当代职

业素养的建设提供辅助，促进学生体会职业成就所带来的美感。

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情境表演，将四大发明的不

断研发创造过程改编为课本剧，进一步深化学生对其文化价值的

认知，实现心灵审美与文化审美的深度融合。

其次，教师也要依据当代学生的心理特征进行美育内容的筛

选，以此满足其审美需求。因此教师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符合

学生生活需求的文化内容，比如可以借助诗词歌赋中描绘的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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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山，让学生体会我国古人对自然美的追求与赏析；可以运用精

美画卷中的物象与意象，让学生感受古人艺术创作的神态美；还

可以通过展现古人的生活习惯、情感表达、思想观念、风俗表现

等内容，让学生感受中和泰如、求同存异、俭约自守、天人合一

等思想美与哲学美。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传统文化中的音乐、

绘画、雕塑、文学、书法、舞蹈等各种艺术作品，让学生体会我

国文化的艺术美与创作美，进而建立深层的美育精神以及属于中

华民族的美学思想，甚至还能为“五育融合”的发展铺设道路和

基础。

（二）开辟第二课堂，落实活动美育

传统文化的教育必须从全方位入手，因此高校在传统文化课

的建设过程中，往往还会建立第二课堂，通过各种活动形式引导

学生体会传统文化的真实意蕴和内在核心。因此在第二课堂的开

辟过程中，也为教师提供了美育实施的新途径。

首先，校园文化与传统文化课的融合是第二课堂建设的重要

形式，因此教师可以利用校园传统文化建设和实施活动进行渗透。

比如可以开展用传统文化包装与装点校园环境的活动，一方面学

生可以结合校园环境设施与建筑，在墙壁、走廊、塑像等不同的

位置放置彰显传统文化的内容，例如在学校花园旁的观光亭中题

写古人的诗词歌赋，就可以展现人文艺术与自然景观的融合美；

另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文化典故对学校的建筑等进行重新命名，

例如“三味书屋”“桃花源”“西林壁”“蹄躅楼”“怀文堂”等，

通过现实建筑与文化典故的融合，促进学生对人文美的深度赏析。

其次，学生社团也是传统文化课落实第二课堂的关键形式，

指导教师可以依据学生的审美心理并结合其专业方向，组织开展

主题性的文化赏析、自主创编或者比赛活动，以此为美育落实提

供新的融合路径。其一，可以开展民间艺术体验与学习活动，比

如剪纸、篆刻、竹编、扎染等，这些民间艺术不仅展现了古代人

民的智慧，更从中透露了人民对审美的艺术追求。其二，可以开

展艺术节活动，根据学生的专业或特长，组织学生参与民歌演唱、

戏曲表演、民族舞蹈表演等活动，进一步在实践活动中感受传统

文化艺术的审美风格。其三，还可以开展人文与经典的相关活动，

通过“经典文学诵读”“古诗词大会”等活动形式，让学生深刻

体验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美与文学美。

（三）开展课外活动，推动实践美育

除了组织第二课堂外，教师还应引领学生开展课外实践活动，

为传统文化课建立拓展形式，也为美育融合提供实践途径。首先，

可以依据学生的兴趣入手组织活动。比如通过开展民歌民乐大赛，

可以吸引音乐爱好者积极参与，并体会民族音乐、传统乐器的音

乐美。通过组织话剧或历史剧活动，可以让喜欢表演的学生参与

其中，并在扮演古人角色的过程中演出历史现实，同样可以让学

生体验其历史形象与文化根基中的美感。其次，可以结合学生的

专业方向组织文化活动。比如对于园林、建筑等相关专业中，可

以引导学生学习我国古代的园林、寺庙、宫殿等各类建筑，并由

此开展“建筑设计大赛”，学生既可以融合多元化的设计思路进

行创作，也可以用复原的思路重建古代建筑，由此促进学生将传

统文化课与专业课的深度融合，同样也可以实现美育的效果。此外，

也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比如可以结合本土的曲艺文

化，开展“乡土曲艺文化寻根之旅”的活动，让学生利用假期深

入民间，体会民间艺术的真实面貌，感受其中的乡土美与风俗美。

又比如可以开展社区表演活动，为社区民众、敬老院等带来与传

统文化相关的文艺表演节目，将自然、生活、心灵等不同的美渗

透其中，提高学生的审美感悟与鉴赏水平。

（四）打造文化馆藏，开发体验美育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教育形态的升级，高校的传统文化课

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与转型，建立以网络技术与信息设备为基础的

服务馆，进而展开体验式的审美教育。对此，高校可以跟随时代

发展，通过建立认知、体验以及传承三个环节的文化馆，从而开

发新的传统文化课形式。首先，认知馆主要通过数字化处理的传

统文化呈现，帮助学生对其文化的起源、内容、价值等进行深度

理解，并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让学生进行体验。比如通过

VR 设备可以让学生进入虚拟情境，近距离观赏传统的礼仪文化、

书画文化、戏曲表演、节日文化等内容，让学生感受自然、人文、

哲理等不同的美感。其次，体验馆则可以开展主题式学习形式，

比如“传统茶艺”“传统成人礼”“经典诵读”“传统服饰”等，

学生可以根据喜好自主选择主题，通过跟随教师学习茶艺技术、

成人礼礼节、经典文学以及唐装、汉服的试穿等，让学生在浓厚

的文化氛围中建立新的趣味、情感与气质，实现审美渗透的效用。

其三，在传承馆则要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需求的结合，打造具有

品牌影响力的传承路线，让学生参与到其中，打造具有传统文化

美感与现代艺术价值的剪纸、木雕、篆刻等工艺品，增强文化认

同感的同时完善美育的归属感。

三、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美育价值，因此高校必须发

挥传统文化课的美育功能，通过课程内容、第二课堂、课外活动

以及文化馆建设等多元途径，让学生在理解与传承传统文化的同

时，得到审美水平的有效拓展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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