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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地域文化丰富，各地文化内容和民间艺术特色鲜明，许多高校的美术课程资源十分雄厚。在这种情况

下，将地域文化的传承与高校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应用结合起来，对于美术教学水平的提高和地方特色

文化的传承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进一步推动艺术创新，为学生的就业提供新的方向和道路。对此，本文

就地域文化传承与高校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探析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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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艺术教学中更好地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并推动

传承创新，是当代高校美术教学课程研究的一个重要课

题。教育部的相关规划中指出，艺术教学应充分利用和开

发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从而更好地提高艺术教学的质量和

水平。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在不断消失，

地域文化传承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对此，将地域文化

传承与高校美术课程资源的开放和应用结合起来，丰富了

教学资源和教学内容，在开拓教学思路的同时在地域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上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  当下地域文化发展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与之前相比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不同。而信息

时代，大数据迅速发展，电脑、手机等电子软件迅速崛起，

人们的生活更加依赖电子数据，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也在

不断减少。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地域文化发展所

依托的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的传承方式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 

2  地域文化传承与高校美术课程资源的相关联系 

2.1  特色地域文化为高校提供了丰富的美术课程
资源 

我国幅员辽阔，包含各类地形地貌，各地的环境和人

文地貌也会不同。以河南为例，其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是

文化古都。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艺

术资源，如各地民间刺绣和洛阳唐三彩等，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造型古朴且具有独特的审美特点，有独立的艺术

体系，传统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其中蕴含

着丰富的美学符号和艺术资源，而丰富多彩的内容和特色

鲜明的艺术文化为许多高校提供了丰富的美术课程资源，

使得其在教学中可以借助地域传统文化的内涵，从不同的

视角对美术进行分析和鉴赏，可以进一步提高美术教学的

质量与水平。 
2.2  推动高校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和运用有利于

地域传统文化的传承 

教育可以推动人才的培养，可以推动各种资源的利用

和创新。独特的地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美学课程资源，二

者相互联系、相互推动。而当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市场

的对接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障碍，许多地域特色文化面临着

无人问津和无法传承的严峻问题。如开封朱仙镇的一些木

板年画老店，很长时间都门可罗雀。与此同时，许多地域

传统文化在设计上造型老旧，较为笨重，形象与现代审美

有较大的不符，观赏性不足。而在高校中，美术课程是十

分重要的专业，在内容设置和课程体系上有较大的特色和

进步，可以为地域传统文化的发扬和传承提供一定的渠

道，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将地域传统文化传承与高校美术课程资源开发

运用相结合的意义 

在教学中，对当地特色传统文化进行充分的理解，可

以更好地把握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将传统文化融

入高校美术课程教学中，可以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艺术资

源，推动美术课程体系和内容的创新，开拓创新意识的同

时推动特色办学，提高高校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推动教育

的发展，推动地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3.1  开发利用美术课程资源为地域文化传承提供

一定渠道 

美术专业是高校中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其中蕴含的

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学生的审美和艺术欣赏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不同地区的美术教学有不同的特色和方式，教

学内容和课程设置都有较大的差异。而高校发挥着培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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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重要作用，也肩负着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在美术学

科教学中，学生将相关的文化元素和内容加入艺术创作

中，潜移默化中发扬了地域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学生意识

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对地域传统文化重视程度不断提

高。因此，高校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开发和利用美术课

程资源，创新原有的课程教学体系和内容，有利于将地域

传统文化融入教学中，从而更好地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 
3.2  推动学生艺术素质的提高 

将地域传统文化传承与美术课程资源开发应用相结

合，表层体现了对地域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爱惜，深层次上

体现了高校的办学目标和人才的培养方向与特色。将传统

文化融入美术课程教学中，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内

容和资源，激发学生创作的思路和灵感，可以使得美术创

作更加鲜明、灵动。与此同时，在日常的美术教学课程中，

学生进行美术创作，从中学习蕴含的民间传统文化内涵，

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地域传统文化中的美术元素，扩大学

生的知识面，丰富其知识储备，从而使人才培养更加全面。

通过这种教学模式，可以使得美术创作更加具有活力，在

潜移默化中也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有利于

推动学生艺术素养的提高。 
3.3  有利于推动高校美术课程教学的创新与发展 

地域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美术元素，对于高校美术课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将地域传统文化传承融入高校美术课程教学资源的开

发和应用中，可以为其提供更加丰富的教学内容和资源。

与此同时，借助多种渠道和方式，挖掘地域传统文化的深

层内涵，可以构建相互联动的教学方式，推动美术课程内

容的丰富和发展，在教学模式上更加系统化、专业化，进

一步推动高校美术课程教学的创新，推动特色教育的发

展。 

4  推动地域文化传承与高校美术课程教学资源开

发运用的措施 

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将地域传统文化传承与高校美术

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和运用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对于传统文

化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可以推动美术教学

的创新，推动教育的发展。对此，相关的部门和高校需要

充分发挥作用，立足于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措施，推动

美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动地域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发展。 
4.1  创新美术资源的鉴赏课程 

地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美术教学都与实践密切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将地域文化融入美术课程教学中，需要立

足于实践，增加鉴赏课程，使学生的理解更加透彻。因此，

在高校美术课程教学资源开发运用中，就要充分发挥教师

的引导作用。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实践调查

经验，收集相关的资料制作 PPT，设置专门的与地域传统
文化相关的板块，从而可以更加全面、系统地向学生展示

地域传统文化，使学生有亲身参与的感觉。在课堂教学中，

需要充分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意见，积极引导学生

进行发言，鼓励学生讲述自身所熟悉的地域传统文化，使

教学效果更加显著。与此同时，学校可以积极举办一些艺

术展览，将与地域传统文化相关的讲座引入校园，可以使

得学生在认识上有更加明显的提高。 
4.2  亲身体验，增加专业的实践课程 

为更好地提高美术教学的质量、丰富学生对地域传

统文化的认识，学校可以积极地举办一些活动，使学生

走出课堂，进行亲身的体验。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在

节假日进行一些传统文化或民间艺术的工作室的参观

与体验活动，使学生可以近距离观察民间艺术的制作技

巧，从中寻找潜在的美术元素，提高观赏和审美能力。

与此同时，借助工作室，可以使学生亲身体验传统工艺

的制作过程，使学生更加了解地域传统文化的来源和发

展，营造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学生对地域传统文

化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在专业的实践中推动自身

的发展。 
4.3  融入和地域传统文化有关的设计应用课程 

地域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丰富的文化内涵，

也蕴含大量的美术元素。其中鲜明生动的艺术造型和美

术语言，为高校美术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通过

学习地域传统文化，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美术创作灵

感和思路，使得美术创作更加生动。对此，高校可以增

设与地域传统文化有关的设计应用课程，使得学生可以

更加近距离地体验地域美术资源的应用。在设计课程

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指导学生运用相关的材料进

行地域民间艺术的创作，运用不同的创作方式直接表现

不同的艺术造型。借助这种课程，可以克服传统设计中

不能直接运用相关美术元素的弊端，在引导学生进行重

新筛选创作方式的同时，运用现代化的设计方法发掘地

域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美术元素和资源，进行系统的分解

和重组，为创作提供新的来源，从而创造出更加鲜明、

具有特色的作品。借助这种方式，可以进一步推动高校

美术课程教学水平的提高，对推动地域传统文化保护和

传承发挥着重要作用。 

5  结语 

地域传统文化传承和高校美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具

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二者相互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将地域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艺术元素融入高校美术教学

中，可以推动优秀文化资源的整合、保护和传承。与此同

时，借助这种方式，可以推动美术课程资源得到充分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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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过增设相关的鉴赏和实践课程，推动美术教学模式

的创新，拓展教学内容。完善课程设置的同时，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欣赏能力和艺术创造

能力，培养全面型人才，推动美术教育的发展，不断提高

教学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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