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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民间工艺美术与高校美术教育的对接传承分析 
——以黑龙江省工艺美术文化为例 

吴  赛 

（哈尔滨师范大学  150000） 

摘要:传统民间工艺美术在现代主义社会文化的冲击下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传承困境，民族民间符号语言的淡化、民间文化探索与

追寻的深度，都影响着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发挥高校美术教育新生力量积极作用，以正视和发展地域性工艺美术

发展，是具有一定实践性和科学性的文化传承方式实施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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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民间工艺美术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进程中核心精神文

明的代表之一,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黑龙江

流域地域性文化发展中,我省独有的工艺美术文化形式及内涵是构

成其文化底蕴的社会根基,也奠定了地域性经济发展的一定物质基

础。在我省丰富的工艺美术文化创作及形态变现中，集中体现了黑

龙江省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价值观这三者的相互作用、相

互成就,进而最终促成了独具一格的黑龙江省工艺美术艺术形态。我

省工艺美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绥棱黑陶、海伦剪纸、逊克玛瑙、

松江编结绣等，可以说只要涉及到与黑龙江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的

内容都属于其文化范畴,受历史文化影响、追寻地狱文化精髓，女真

族的铜镜作为我省民族民间工艺品的代表之一，是龙江民族文化的

重要的继承、传播载体,也直接反映了黑龙江省长达几千年的文明发

展史。在黑龙江省诸多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民族、

民间发展历史文化沉淀下的艺术形态、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习

惯等等，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民间工艺美术的发展也表

现出了中华民族高尚的思想哲学理念，工艺美术形式同人的和谐、

工艺美术形式同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并统一，地域文化影

响下的生产、生活与民间工艺美术融为一体，既有自然的美,又体现

了社会的美,更体现了艺术的美,是我们在鉴赏分析黑龙江民间工艺

美术传统文化不能缺少的重要环节。美术教育在实行中，并未将美

术作品完全表达出来，同时作品也无法体现出个性化。充分表明学

生在学习中没有达到创造性，没有开拓自己的思维，做以教师的问

题较为严重，由于方法不对，所以导致授课失败。教师的授课过程

以及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为用示范教学的方式，会让学生

无法形成观察力以及创造力。这对于来讲是一种缺失，让，而这种

缺失会导致无法展开自己的思维，受到一定的局限，所以会慢慢的

失去了创造能力。这些问题引人深思，对于教师来讲，应该不断的

改善自身的教学方式，并且要摒弃传统的教学方式。对于目前的教

学方式来讲，要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尤其是对于美术教学来讲，

可以丰富的生活，同时还可以让学生具备丰富的想象能力，通过设

计以及选择合适的授课方式，可以与学生增加沟通以及交流。在沟

通之中，还能及时发掘学生的兴趣点，以学生为主来设计课程，让

学生的被动学习慢慢的成为主动学习。 

一、黑龙江省工艺美术传承的主要问题 

1、理论研究有很大的深度挖掘和探索空间 

黑龙江省地处我国东北边陲，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更是多民

族聚居地，有深厚的人文社会文化历史。这种地域性文化影响下的

黑龙江省工艺美术产业必然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多民族、跨地域

背景下形成的工艺美术艺术形态,都包含了本土、本民族的历史发展

过程和文化内涵底蕴,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调查研究和文本记

录传承。但是，辽阔的黑土大地衍生而来的诸多民间工艺美术研究

工作，在现代工艺发展大环境冲击下，正面临着人员外流、缺乏传

承人士等问题，这是时代发展带给工艺美术工作者的使命和挑战，

黑龙江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离不开孕育黑土人民的民族民间文化支

撑，对我省工艺美术理论研究的步伐需在政府、高校、民间从业者

等多方努力下，加大挖掘及探索力度和速度。 

2、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水平参差不齐 

新中国成立后,从事传统艺术的艺术家和工匠受到重视和尊重，

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美术在传扬民族情怀的大环境下也在逐渐被

社会和人民追捧。然而,历经几千年的传统民间工艺“以艺传意、以

手传情”，是民间工艺美术工匠的手艺，更是谋生方式。社会经济

迅猛发展的当下，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跟不上物质需求的节奏，

也就导致了民间工艺美术市场发展待提升。由于缺乏技术和资金支

持,大多数民间工艺品生产车间生产工艺简单粗糙,工艺品综合艺术

水平也较低，跨行业也面临着传承"绝技模具"的困境。此外，坚守

与传承需要物质环境支撑，促成了大量的从业人员流失，内陆城市

老龄化、低学历化形态不断扩大，直接导致了传统工艺美术从业人

员文化底蕴较低、产品创新性差及生产缓慢等现状，在整体城市市

场机制的影响下,生产和销售也很容易忽视工艺品的负担。所以现在

的民间工艺美术市场产品严重缺乏艺术性以及文化艺术内涵。 

3、工艺美术产业保护不足 

一些地方当局和企业采取贸易措施不是为了保护艺术和手工

艺文化,而是为了发展贸易,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如此一来就导致

了工艺美术文化最为核心的技艺以及其所表现得文化内涵被大大

忽略。众所周知工艺美术的特征就是它所呈现出来的传统手工艺在

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慢工细活，然而这种艺术特征却被

被大大忽视。如此一来就导致了工艺美术文化所彰显出来的民族文

化内涵和它自身别具一格的艺术价值无法有效呈现出来。为此工艺

美术文化便不再具备其本真性和传承性以及完整性。这是和工艺美

术文化保护初衷以及自身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二、黑龙江省工艺美术文化传承的措施与建议 

1、对我省工艺美术行业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黑龙江省已经对"民间艺术以及民俗艺术品"进行了一般性研究,

但这项工作侧重于对工匠类别的一般性研究,仅仅进行这些工作依

然收效甚微。黑龙江省工艺美术领域的理论研究应涵盖工艺美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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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保护、发展和传承。应建立研究机构和基金会,并根据黑龙江省

工艺美术产业的主要类别开展实践研究,以收集关于不同工艺美术、

学校特色、文化和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代表和优秀作品,分析和总结

传统工艺美术的生存状态、保护状态、资源体系、市场研究和加工

原材料申请情况等。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进行了黑龙江省工艺美术相

关史料的整理科学梳理不同门类和工艺美术的历史演变历史、遗

产、保护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出版专著和研究文件,消除因过早研

究、保护不足和管理不善而造成的特定类型艺术品和工艺品的损

失。 

2、加强民间艺术和手工艺遗产领域的大学教育之间的联系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艺术学校是艺术和工艺文化传承和

创新的重要基础。艺术学生不仅应参与传统艺术设计知识的教学,

还应参与职业设计教育体系中人员和工匠的参与。可以有计划、有

选择地将当地的艺术和手工艺资源引入学校教育系统,使更多的学

生有机会体验民间艺术和手工艺。结合黑龙江省大学生和高校的实

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培养计划和目标,改革课程设置,优化教学资源。

为此作为校方可以通过高薪的方式将一些民间的杰出的工艺师聘

请到高校向学生细致地传授民间工艺的技法，不断研究一些有利于

更好地传承黑龙江省工艺美术文化的教学模式同时要针对于一些

工艺美术工作人员的艺术素养予以有效提升，从根本上促进黑龙江

省工艺美术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构建一个完善的黑龙江省工艺美

术教育体系时期不断形成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教育体系。 

3、高校教师引导学生向民间艺术家学习——以剪纸工艺例。

中国的剪纸工艺源远流长,最早的记载在公元六世纪之前。当时,纸

张还未诞生,中国先民为了记事方便,就会选择在兽皮、竹简等器物

上画上记事画,这可以说是剪纸艺术的前身。后来,随着造纸技术出

现之后,这些记事画就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造纸技术的

日益成熟使得我国民间剪纸艺术愈发普及,种类也愈渐繁多。剪纸的

用途很多,我们最常见的是用于装饰的各类窗花、墙花等剪纸,还有

民间嫁娶等喜庆场合会用到的各种剪纸。在黑龙江民间美术传统文

化中,海伦剪纸工艺亦是历史悠久,题材从民俗风情到社会文化生活

均有涉及。由于剪纸十分轻薄,成本较为低廉,许多作品都不易保存,

导致黑龙江剪纸曾一度失传,真正保存至今的剪纸作品少之又少;但

幸运的是,后来出现海伦梅剪纸可以说将黑龙江剪纸重新推上了新

的台阶,将这门工艺从轻薄不易保存的纸张中脱离出来,转到了"刻"

上,即另一种形式的剪纸,也更为细致、更为灵活。与传统大众剪纸

经常使用红色等颜色鲜艳的纸张为原材料不同的是,在海伦剪纸工

艺中,黑白色被频繁使用,而这与黑龙江文化相得益彰。在简单的配

色中,独属于黑龙江历史文化的厚重和古朴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它既

是黑龙江传统文化的瑰宝,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

教学中,教师从中国剪纸艺术和黑龙江剪纸艺术领域切入,带领学生

领略剪纸艺术的魅力,加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此外,通过鉴赏、分析

并亲自尝试剪纸,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并增强其审美鉴赏能力;最后,

通过了解和尝试,培养学生对黑龙江民间工艺美术文化、中国传统文

化的兴趣,加深民族感情。由于剪纸艺术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表现

形式和制作方法,并且还会涉及到很多历史文化知识、地域风俗人情

等,学生可能会在理解作品以及尝试制作时遇到困难,笔者认为老师

需要充当主导角色,给学生多一些引导,并在剪纸制作时适度地降低

一些难度,在安全的原则上指导学生制作一些基本简单的作品,亦能

从中获得感受。为了帮助学生能够有效传承民间工艺美术，校方应

该获得政府支持，采取学术界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构建产业政策以及

制定发展规划有效引导产业前进，将市场化手段引入到教育当中，

建立在黑土文化的基础之上，将浓厚的北大荒特色彰显出来，对相

关的技法予以更新。从而更好地发展工艺美术事业。教学内容与材

料可称为教学的主体，尤其是教学内容应该匹配学生的年龄以及心

智，根据文献研究能够看出，在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学生已经积极开

展美术教育课程。但是在授课上还过于形式化，不具备创新性，对

于教学材料来讲非常的单一，无法实现多元化的教学。从而也无法

符合社会的需求，促使学生身心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此时综合

材料已经成为创作形式的主体。那么于传统的材料来比，具有更加

广泛的作用。简单的讲，创作者所使用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创作材

料使用。同时能够丰富以及拓展学生的表达能力以及绘画能力。美

术教学应该充分的融合材料教学，例如描绘，编制等。能够锻炼学

生的动手能力，同时也会让学生具备较好的发挥空间。综合材料用

于教学中，可作为观察绘画等过程中的工具，对于学生来讲，想要

获得更高的认知，首先应该对美术教学内涵进行分析，要让学生具

备较强的发现规律，从而动手能力以及思维等也会被促进。对于学

生的作品展开，评价教师一般会使用像不像，好不好等词语，来进

行衡量，但是对于学生来讲，这种评价较为单一，并且语言就会广

泛，对于学生来讲，无法起到促进的作用。主要是因为教师不具备

较强的感知能力，同时创作水平以及思维过低，所以会导致学生的

模仿能力较差。此时教师已经对学生作出了错误的引导，从而也会

影响到心理操作。长久的不良授课形式，会导致学生思维出现一定

的惰性。著名专家曾经指出过，美术评价对于学生来讲非常重要，

但是不能将学生区分等级。因为美术评价不是为了体现出学生的优

点以及弱点，主要的作用是促进学生的成长，激发学生的兴趣。对

学生作品进行评价，能够让老师更为明确的了解学生的成长以及内

心的状态。但是不能用优点以及缺点对学生产生困扰，因为评价要

因人而异，要根据阶段不同来展开评价。在教学中，首先应该建立

多元立体教学模式，要注重使用评价的方法。例如:自评式、推优势

等，这些方式可以交替使用，同时也可以综合使用。作为教师，可

以换位思考，将自己当做诱饵的朋友，用学生的眼光去理解美术作

品中的内涵。通过评价可促使学生具有较强的创作欲望，从而引发

学生的潜能。评价想要体现的目的，是促使学生能够有成就感。 

结语： 

为了促进大学绘画民间工艺美术的融合,我们应该做好大学绘

画民间工艺美术的融合工作。同时,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民间

工业美术表现出了高尚的思想哲学理念:建筑同人的和谐、人也好,

自然也好,似乎都与民间工艺美术融为一体;既有自然的美,又体现了

社会的美,更体现了艺术的美,是我们在鉴赏分析黑龙江民间工艺美

术传统文化不能缺少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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