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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教育中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文超武 

（百色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广西百色市  533000） 

摘要：研究艺术设计教育中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旨在加强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促进二者协同发展。高校艺术
设计教育传承发展民间美术，需要师生正确认知二者关系，以此为基础，实施树立正确观念、设立专门课程、强化实践教学与加强
艺术创新等策略，推动民间美术在艺术设计教育中实现有效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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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西方文化的冲击，使我国

艺术设计领域缺少民族化设计语言，基于此种现实情况，高校
艺术设计教育需要承担起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
在实际教学工作中，积极融合民间美术，以二者相互促进的关
系为基础，革新教学措施，加强学生传统文化传承意识，促进
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协同发展。 

一、艺术设计与民间美术的关系 
现代艺术设计界存在严重的民族化视觉语言缺失与国际化

视觉符号泛滥的问题，需要艺术设计重视民族化元素的运用，
借助具有鲜明特色且传统的民间美术，向本原文化的深处回归，
以此提升艺术设计的鲜活性与特色感，促进我国艺术设计事业
与相关教育工作长远发展。当代艺术设计借鉴民间艺术造型，
传承应用民间美术中热烈且单纯的色彩，能够促进我国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推动中国历史文化与世界文化多元融合。同时，
现代艺术设计与民间美术也呈现出一定的融合趋势，使艺术设
计借助设计语言呈现古代匠人的技艺与民间美术的魅力。因此，
民间美术已经开始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各个领域渗透，尤其在
艺术设计教育领域实现有效传承与发展，主要原因是民间美术
能够为艺术设计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思路与新灵感，而艺术设计
与相关教育也成为民间美术传承发展的有效载体。 

二、艺术设计教育中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 
（一）树立正确观念 
我国民间美术属于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在多元文化冲击

下，人们审美发生较大变化，使民间美术在现代社会略显不合
时宜，但是民间美术中的民族价值与文化历史，能够为艺术设
计者提供更丰富的设计资源，需要艺术设计教育树立正确教育
观念，引导学生深刻认识民间美术价值。艺术设计教育工作者
需要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结合当地民间艺术元素，将与当地民
间艺术相关的美术作品应用在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基于自身对
民间艺术的感情与认知，深刻理解民间美术作品，挖掘美术作
品中的艺术设计元素，将其应用在自身设计作品中，促进民间
美术基于艺术设计教育载体实现有效传承发展。艺术设计教育
工作者基于正确教育观念，重视民间美术价值，将民间美术作
品与当地民间艺术实体结合，激发学生对民间美术的认同感与
传承使命感，这种教育方式能够使学生在今后的学习中，主动
融合艺术设计与民间美术，发挥二者相互促进作用，推动民间
美术在现代艺术界传承发展。 

（二）设立专门课程 
我国艺术设计教育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传承与发展民间美

术，需要对民间美术进行高度重视，针对民间美术设立专门课
程，以此为民间美术在与学校艺术设计教育中的有效传承发展
提供保障。高校需要在艺术设计教育课程体系中，设立民间美
术课程，结合学生学习兴趣点，为学生设置多种民间美术课程，
如，民间绘画作品、民间年画、民间剪纸、民间刺绣、民间漆
器等课程，使学生对民间美术产生深刻认知，促进学生在学习
艺术设计知识的同时，借助民间美术的具体课程，获得更多艺
术设计灵感与元素，促使学生艺术设计能力融合中华传统文化
元素实现有效发展。当然，高校在艺术设计教育中设立民间美

术课程，需要保证民间美术课程内容与艺术设计教育内容之间
能够有效连接，提升学生艺术设计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文化
修养，使其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设计人才，促进
高校艺术设计长远发展。 

（三）强化实践教学 
民间美术在高等院校艺术设计教育中的有效传承与发展，

需要借助实践教学来实现。高校艺术设计教师需要结合民间美
术强化学生的实践教学，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际
体验感，促进学生艺术设计能力全面发展。强化实践教学，需
要艺术设计教师组织学生到当地传统作坊进行实践体验，使学
生亲身参与陶器制作的图案绘制，或者组织学生学习制作花灯、
花布与传统服饰等，使学生在了解与欣赏民间美术的同时，感
受其艺术魅力，加强学生本土艺术文化的认知，为学生艺术设
计能力发展奠定有利基础。这种密切联系学生生活的实践教学
方式，能够提升学生学习民间美术知识与艺术设计知识的兴趣，
加强学生在艺术设计课堂的参与，促使学生成为民间美术与传
统文化的传承者与弘扬者。 

（四）加强艺术创新 
高校艺术设计教育传承发展民间美术，需要结合新时代要

求，对民间美术艺术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提升民间美术与艺
术设计教育融合程度的同时，促进民间美术革新发展。传统民
间美术内容在时代束缚下呈现固化模式，当代大学生正处于艺
术审美不断变化的时代，因此，学生对艺术有着全新的认识、
理解与追求。在这种现实情况下，艺术设计教师将民间美术融
入艺术设计教育，需要在教授学生传统艺术知识的基础上，结
合学生生活中的题材与内容，创新民间美术的讲解形式，以现
代化教育方式呈现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促
使学生在融合民间美术进行艺术设计的过程中，能够结合自身
独特审美与生活实践经验，对民间美术艺术进行新的解读与创
新，使民间美术通过艺术设计教育实现更好传承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艺术设计教育中的民间美术传承与发展，需要

以二者有效融合来实现。高校艺术设计教师应正确认识艺术设
计与民间美术的关系，基于二者相互依托关系，采取树立正确
观念、设立专门课程、强化实践教学与加强艺术创新等措施，
促进民间美术基于艺术设计教育在现代社会实现高质量传承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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