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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视角下高职美育的策略 

解晓丽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摘  要：本文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探讨了高职美育的几个关键策略。一方面，强调了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如课程体系的整

合和跨学科融合，旨在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元素，并将其有效融入美育教学中。另一方面，提出了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强调实践和

体验在教学中的重要性，鼓励学生通过参与和体验来更深刻地理解传统文化。同时，也提出了构建实践平台，以及美化校园环境的

重要性，以提供更多真实的文化体验和创作机会，并通过校园文化建设来营造有利于传统文化学习和欣赏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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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社会，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

遇。高职美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

创新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将传统文化的视角融入高职美

育，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还能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因此，探讨在传统文化视角下高职美育的有效策略

显得尤为重要。 

一、传统文化视角下高职美育的价值 

传统文化视角下的高职美育具有多重价值，它不仅促进了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还在培养学生的个人素质和社会责任

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这种美育，学生能深入学习和理

解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书法、国画、传统音乐和戏剧

等，还能通过这些艺术形式来培养自己的审美观和艺术创造能

力。这种教育方式帮助学生建立起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

感，从而加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同时，传统文化视角下的高职

美育还鼓励学生在尊重和学习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将传统

艺术与现代元素结合，创作出既有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的

作品。这种结合丰富了学生的艺术表现形式，还促进了学生的

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学生还能学会

欣赏不同文化的美，增强跨文化交流和理解能力，这对于培养

国际视野和适应全球化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说，传统文

化视角下的高职美育为学生提供了艺术技能和文化知识，还帮

助学生发展成为具有创新精神、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全面

发展的个体。 

二、传统文化视角下高职美育的原则 

（一）育人性原则 

在传统文化视角下，高职美育坚持的育人性原则强调的是

通过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这

一原则认为美育是技能的传授，更是人格和精神的塑造。在这

个框架下，教育关注学生的艺术技能提升，更注重通过传统文

化的学习让学生理解和领悟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例如，通过

学习国画，学生不仅学习到绘画技巧，更能领略到其中蕴含的

自然哲学和生活哲理，如山水画中的“天人合一”思想。通过

对古诗词的学习和吟诵，学生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还能体会

到诗中所蕴含的历史情怀和人文精神。通过这些活动，美育成

为了一种全人教育，帮助学生在欣赏美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品

德和人文关怀。这种育人性原则的实施，使得高职美育不仅仅

是艺术技能的培训，更是一种全面的人格和文化素养的培养。

通过这种教育，学生能够学会欣赏和创造美，还能在这个过程

中提升自身的文化认同和道德修养，成为既有艺术才华又有深

厚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 

（二）时代性原则 

基于传统文化视角的高职美育坚持的时代性原则体现在将

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教育相融合，使教育内容既承载历史文化

的精髓，又符合现代社会和技术的发展趋势。这意味着在尊重

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高职美育还应关注当代艺术的创新和

发展，以及如何将传统艺术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例如，在教授

传统书法或绘画技艺时，可以引入现代设计理念，鼓励学生将

传统元素融入现代广告、产品设计中，创造出既有传统韵味又

符合现代审美的作品。同样，传统音乐的教学也可以与现代音

乐制作技术结合，让学生在学习传统器乐的基础上，探索将其

融入现代音乐风格中的可能性。利用现代科技，如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技术，重现历史场景或传统艺术作品，既保留了文化

传统，又提供了现代化的互动体验。通过这种方式，高职美育

使学生了解和欣赏传统文化，还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使学

生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更好地运用和传承这些文化遗产。时代性

原则的实施确保了高职美育既不脱离传统，又不失去与当代社

会的联系，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学习环境。 

三、传统文化视角下高职美育的策略 

（一）加强课程体系的顶层设计 

首先，整合传统文化元素。课程应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髓，例如书法、国画、传统音乐、戏剧等，将这些元素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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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美术教育中。这有助于传承文化，也能激发学生的创新和创

造力。其次，跨学科融合。美育课程应跨越单一学科的界限，

与历史、哲学、文学等学科相结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教学体

系。这种跨学科的学习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更全面地理解和欣赏

传统文化。再次，强调实践和体验。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结

合，例如，组织学生参观历史文化遗址、博物馆，参与传统文

化工艺的制作等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和实践，从而更深刻地

理解传统文化。最后，科技融合。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

媒体、虚拟现实等，创新美育教学方法，使传统文化教育更加

生动、互动和高效。进而通过上述策略的实施，有效提升高职

美育的质量，促进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从而培

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二）深化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 

高职美育的教学模式在传统文化视角下的改革创新应着重

于构建一个更加灵活、互动和实践导向的教学环境。这种改革

创新可以通过融合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和现代教育理念来实

现。例如，课堂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传

统艺术作品或文化事件作为教学案例，通过讨论和分析这些案

例，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和艺术价值。同时，教

学中还可以加入角色扮演、模拟演练等互动环节，让学生置身

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场景中，从而更生动、直观地体验和学习传

统文化。高职可以与文化机构、艺术团体等合作，组织学生参

与真实的文化项目或艺术创作，如传统戏剧的制作、民间艺术

的复原等，这有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还能促进学

生的创新思维和技能发展。通过这样的改革创新，高职美育能

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

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三）打造高职美育的实践平台 

在传统文化角度下，打造高职美育的实践平台是一项重要

的方法。这个实践平台应该是一个结合传统文化精粹和现代教

学手段的多功能空间，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深入学习和体验传

统文化的环境。例如，建立专门的传统艺术工作室，如国画、

书法、陶瓷制作等工作室，让学生能够在专业的指导下亲手制

作和创作，从而深入理解传统艺术的技艺和美学。同时，可以

创建传统文化体验区，如茶艺、京剧脸谱绘制等，让学生在实

践操作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些实践平台还可以与数字技

术结合，使用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技术重现历史场景，提供沉

浸式的文化体验。学校可以与当地的文化机构、博物馆、艺术

团体等建立合作关系，定期组织学生参与真实的文化项目和艺

术展览，这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还能拓展学生

的视野，增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通过这样的实践平台，

高职美育将能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文化

素养，为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做出贡献。 

（四）积极美化校园的环境氛围 

积极美化校园的环境氛围，营造一个有利于传统文化学习

和欣赏的环境，可以通过将传统文化的元素融入校园设计中来

实现。例如，校园内可以设置以中国园林为灵感的休息区，利

用假山、流水、古典亭台等设计元素，创造一个静谧优雅的学

习环境。校园的墙面和公共空间可以展示书法、国画等传统艺

术作品，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接触和感受传统文化的美。

学校还可以举办传统节日庆典活动，如春节、中秋节的庆祝活

动，通过诗歌朗诵、传统音乐演奏、民俗表演等形式，让学生

亲身参与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结语 

总结来说，将传统文化视角融入高职美育，旨在建立一个

支持创新和传承的教育环境。这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也对学生的个人成长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起到了关键作用。通

过这些策略的实施，可以培养出更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创新

能力的人才，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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