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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融入高校美育教学路径研究 
李彩霞  宋扬 

（青岛黄海学院 泰国格乐大学） 

摘要：高校作为教学与实践主体,通过对以"非遗"传承为主要内容高校美育教学的路径研究,充分发挥高校美育的特点和学科优势,

利用高校美育为传播载体,当代大学生作为承载、继承的载体，形成以高校美育为载体的"非遗"艺术校园传承模式。不断提升高校美

育教学的能力和水平,从高校美育教学现实情况出发,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保护,从中发现"非遗"文化传承和高校美育教学

工作的共同点,推进美育美育工作的合理、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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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至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得到广泛关注，再加上我国多民族文

化繁荣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形式、制作技能等资源，不仅

渗透着鲜活的文化特色，同样也是高校审美教育、学生美感意识形

成的重要载体。高等院校作为美育教学的实践主体之一，理应发挥

发挥专业优势，提升美育教学能力、教学水平，以高校美育的实际

情况为出发点，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找到一条非

遗文化与高校美育教学相融合的教学路径，推进美育工作的不断提

升与发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举国政策，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让高

校教育的模式融入其中便是重要的方法之一。 

2019 年 4 月，教育部正式发布出台《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

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文件首次明确指出，要把对继承中

华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文化的传承教育宣传作为高等学校传统美育

培根铸魂的重要艺术基础，弘扬继承中华优秀美育传统精神，要在

对优秀传统中华文化现代艺术的教育提炼、转化、融合上下一番辛

苦功夫，让所有曾经收藏在我们美术馆所里的各类艺术文物、展示

和所有陈列在这片浩瀚的文化大地上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艺术风貌

遗产发展成为支撑高校艺术专业传统美育的丰厚艺术资源，让广大

高校教师、学生能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真正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变

迁，触摸和学到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汲取中华文化传统艺术的思

想灵感和艺术精髓。 

高等院校作为美育课程的实践性教学主体，应该必须不断地提

高设计美育课程教学的能力和课程教学水平，从高等院校设计美育

的现实情况出发，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保护，从中发掘

"非遗"设计文化与高等院校美育之间的共同点与契机，推进高校美

育课程建设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高校美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高校与美育教学是息息相关的。在当前提倡美育教学的大环境

中，长期被忽视的美育课程在教学课程体系中逐渐被关注，地位逐

步得到提升。各高校纷纷围绕建设专业教师团队、推进教学模式改

革、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四个方面提出高校美育

工作的具体实施措施，力求按照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

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的文件要求推动美育教学改革工作。但在围

绕美育教学课程改革的繁荣背后，我们更应看到作为学校美育的重

要实施单位，应发挥专业优势打造示范课程，然而现实中的教学实

践却普遍存在着美育认知缺失、美育概念模糊和美育方向偏差等突

出问题，急需得到关注并予以及时纠正。 

1、教学思想认知存在偏差 

专业的美育师资较为缺乏，存在拼凑教学团队的不严谨教学现

象。美育课程教师多在艺术专业基础课任教老师中挑选，其专业背

景多是基础绘画、雕塑等专业教师，其对教学和美育的关系不太清

晰，存在认知偏差，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无正确的美育意

识，片面的将获奖和就业等指标作为衡量教学水平的唯一标准，强

调单项专业技能至上，忽视审美意识的培养。二是对美育概念理解

不清晰，将美育教学与艺术专业教育的概念混为一谈，忽略两者的

区别，认为艺术专业教育就是美育，对学生的审美能力产生错误影

响。 

2、教学理念与实践相左 

当下高校美育课程很多出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照本宣科，课堂

氛围沉默，缺乏必要的互动，师生疲于应付，一批质量差的水课应

运而生。 

3、德育未有效融入美育教学 

美育是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环节。美、善是相互联系的，德育

和美育都是引导当代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求真向善”，偏离德

育的美育是不完整的。我们应该将美育作为塑造当代大学生健全人

格的重要切入点。 

二、非遗文化融入高校美育教学的必要性 

① 以非遗文化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美育课程教学以说教为主，教学内容陈旧且教学形式单

一。相较于枯燥无味的传统美育课程而言，学生对于形式多样和内

容丰富的传统手工艺更感兴趣，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钻研学习相

关内容。因此，高校美育课程的设置应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将非

遗元素融入美育课程当中，这样不仅能够发掘非遗自身的美学价

值，发扬优秀的地域传统文化，而且对于丰富传统美育的内涵具有

重要意义。 

② 以非遗文化增强民族自信 

非遗文化是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根植于地区的特色文化，具有很

强的包容性和相互渗透性，蕴含着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也包含了

一个地区丰富的文化信息，体现出当地人民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

趣。当代大学生作为未来的国之栋梁通过美育课程对非遗文化产生

自觉传承和保护的思想，有助于在文化产业日益兴盛的今天，增强

民族文化自信。 

③ 以非遗文化发展地方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其内在的精神张力能

够感染、激发、鼓励人们内在的精神力量。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

遗产因根植于地域文化，因此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浓厚的地域文

化特征，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勤劳互爱的价值观。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地域鲜活的历史教育素材，是地方高校独具特色的思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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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育的教学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高校校园，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注入新鲜血液，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研究，都具有重

要的历史价值。对创新教学路径与文化发展提供了思考方法。 

④ 开发非遗美育课程线上教学，创新、丰富教学模式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高校师生的教学方式也

受到很大的影响。高校教学的阵地从单一的“面对面”转移到了网

络教学，这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因此，把非遗文

化与在线美育课程结合，创新课程教学和非遗传承的方式。由艺术

专业老师、非遗手工艺人组成课程组，共同建设一门美育在线课程，

通过课程学习，同学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更加浓厚。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校美育教学融合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校美育教学路径的融合，将有助于创新传

统教学方式，发挥艺术专业优势，重构高校美育教学模式，实现学

生综合能力全面发展。借助高校教学平台，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项目传承人，通过课程融合、讲座、技艺展览等多种形式，

促进高校美育教学的全面发展，形成“非遗”传承保护和高校美育

教学双赢的局面。 

① 美育课程开发 

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引入教学活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嵌入到美育课程中，重构教学过程，实现美育教学课程体系融合贯

通。打破单一课程模式，通过课程融合将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所涉及的设计理论知识、制作技艺、制作材料、设计美学等多个专

业领域，分解成若干个教学知识点，融入高校美育课程建设与教学

计划当中。 

② 组织美育活动 

借助艺术专业，面向高校大学生开展讲座、展览等多种形式的

美育教学活动，通过在线课程、社团活动、专题讲座等方式融入非

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审美教学中。通过各种活动让学生了解非物质文

化遗产之美，通过教学活动，组织师生互动探讨，增强大学生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点，达到美育教学的目的。 

③ 对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项目 

通过校内设立“非遗大师”工作室、校外与非遗传承人合作搭

建实践教学基地，搭建“非遗”美育研究平台，让学生亲身触摸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体验独具特色的传统艺术形态。 

④ 培养“非遗”双师型师资队伍 

聘请一批"非遗"大师聘为特聘教授并成立美育指导委员会，指

导课程内容的制定，参与到课程建设。通过美育教学，引导学生在

学习传统"非遗"技艺，实现高校课程精准对接行业。 

现阶段，高校中的艺术专业往往师资力量分配不均，由于很多

专业课程是基础理论教学，学生的创意设计能力有很大局限性。而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多停留于理论传承推广阶段，对于“非遗”工艺

的关注度仍需要继续提升，因此针对目前的情况，需要及时进行调

整，建设非遗文化相关美育的试点课，邀请相关非遗传承人参与课

程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艺术专业美育教学中的作用是显著的。十九

大以来，我国迈开了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步伐，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针对“非遗”技艺

的特点，进行手工艺实践操作，改变传统美育理论教学模式，培养

健康的审美观，增强审美力和创造力，让高校青年学生在美育过程

中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变迁，触摸中华传统文化脉络，汲取中华传统

文化艺术的精髓。非遗通入高校美育教学，能引导大学生主动了解

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价值所在、坚定文化自信，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发展与弘扬传统文化皆具有积极作用。 

十九大以来，我国迈开了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步

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针对“非

遗”技艺的特点，进行手工艺实践操作，改变传统美育理论教学模

式，培养健康的审美观，增强审美力和创造力，让高校青年学生在

美育学习的过程中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变迁，触摸中华传统文化脉

络，汲取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非遗通入高校美育教学，能引

导大学生主动了解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价值所在、坚定文化自

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与弘扬传统文化皆具有积极作

用。 

高校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栋梁，高校美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国家层面来说已非常重视，但仍存在诸多不足，还亟待改进和加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也具有趣味性、

艺术性及吸引学生动手参与的融入感，同时蕴含中华民族的文化价

值观念。在美育教学体系中，融入“非遗”文化，是有效弥补非遗

文化传承和高校美育课程内容趣味性较低的创新举措。 

将非遗与高校美育教学相结合，继续推进非遗进校园，非物质

文化融入高校美育课程体系中，从宏观层面完善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方式，让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护中得到发展，

焕发强劲生机与活力。高校课堂是非遗文化融入高校美育的重要阵

地，是创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非遗”与高校美育教

学的探索和实践，将进一步丰富传承非遗文化的载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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