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7)2023,5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地域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不同

地区人民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文化沉淀，

拥有较强的地域特征。在我国上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孕育出了大量极具地方特色的地域

文化，例如巴蜀文化、荆楚文化、赣南文化、岭南文化、

青藏文化等。通过将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融入我国

高等教育艺术设计教学中，不仅能够对我国地域文化的

影响力形成持续扩大，还能帮助我国高校大学生培养艺

术文化素养以及民族向心力。由此可见，通过对高等教

育艺术设计教学中地域文化的融合应用展开研究，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1

1　高等教育艺术设计教学中融合地域文化的必要性

1.1 有利于促进专业特色发展

受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以及国家社会对大学生

的综合素养要求越来越高等因素影响，高校艺术设计专

业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校也开始将培养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艺术设计专业人才作为主要培养目标。在这种

人才培养目标下，高校要想达到目标成效，就需要使用

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其中，在艺术设计教学中融入地域

文化，正是这样一种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一方面，我国

拥有丰富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能够为艺术设计教

学资源进行有效补充，为高校实现艺术设计专业特色发

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不同地域的高校通过对当地地

域文化进行开发和利用，并将其融入艺术设计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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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打造特色专业品牌，为培养兼具理论内涵与实践技

艺的优秀艺术设计人才营造了环境。

1.2 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

现阶段，部分高校所设计的艺术设计教学内容，过

于强调对大学生艺术设计理论的传授，而对艺术设计实

践内容较为忽视。这种过于强调形式教育的方式，显然

没有照顾大学生对艺术情感的感知，进而导致高等教育

艺术设计教学难以培养出拥有绝佳创造思维的优秀人

才 [1]。而通过将地域文化融入高等教育艺术设计教学中，

则能够有效开拓大学生的艺术视野，纠正大学生的文化

意识，帮助大学生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艺

术设计提供宝贵灵感。此外，地域文化的融合还能为高

等教育艺术设计教学的开展注入真实气息，帮助大学生

将艺术理念落实到实际中，为提高大学生的艺术设计实

践能力提供保障。

1.3 推动地域文化的传承

高等教育艺术设计教学的目的，不仅在于培养艺术

文化兼具的综合性实践人才，还在于对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发扬。近几年，随着我国不同地区、城市发

展进程不断加快，使一些地区原本的地域文化逐渐流失，

导致地域文化趋同性严重。高校通过将地域文化纳入艺

术设计教学中，能够进一步拓宽地域文化的传承渠道，

同时通过融入地域文化的艺术设计教学，通过向大学生

讲述传承地域文化的重要性，也能提高大学生的文化使

命感，进而实现地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1.4 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对于我国很多地区来说，高校就是当地落实文化传

承的关键渠道。因此，高等教育艺术设计教学需要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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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相联动，并由高校主动承

担起培养综合性人才的重任 [2]。不同的地域文化能够满

足不同城市、地区人们的审美喜好，同时通过不同地区

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方式，可以吸引更多人主动了解地

域文化。不仅如此，地域文化也是高等教育艺术设计教

学开展的灵感与资源源泉，通过将其融入艺术设计教学

中，能够对外展现本地域高校的地域文化特色，为拉动

当地经济发展，推动区域产业发展作出贡献。

2　高等教育艺术设计教学中地域文化的融合应用

对策

2.1 设计地域文化艺术设计教学校本

为了有效将地域文化融入高等教育艺术设计教学中，

高校的首要任务，就是以地域文化为基础，重新设计艺

术设计专业的校本。在此以吉林省地域文化为例。吉林

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中部，与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

黑龙江省相连，与俄罗斯、朝鲜等国家接壤，这种地理

环境使吉林省的地域文化蒙上了一层异国风情。在视觉

文化元素上，吉林省拥有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草编、

剪纸、刺绣、木雕等；在地域符号元素上，吉林省境内

有长白山天池、松花江、净月潭等风景名胜；在地域人

文元素上，由于吉林省与外国接壤，使吉林省成为汉族、

满族、朝鲜族、回族等多民族人民共同的聚居地。基于

此，高校可以对吉林省地域文化中的各类元素进行提取，

并将其应用于艺术设计各类课程中，能够在满足专业特

色发展的同时，为高校发展特色艺术设计教学奠定基础。

例如教师在向大学生讲授《色彩构成与设计》课程时，

就能在校本中融入吉林省地域文化内容。比如朝鲜族喜

爱白色、满族人喜爱艳丽的颜色，大学生通过了解这些

知识，就能针对不同民族运用不同的色彩设计技巧 [3]。

2.2 依托地域文化优化艺术设计基础课程

传统的高等教育艺术设计教学往往围绕课堂、教材

展开，大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教师的设计理念，而无法提

出自身的设计理念，长此以往，大学生的创新与设计意

识逐渐消退，无法起到良好的教学成效。而依托地域文

化，并将其融入艺术设计教学的基础课程中，能够将抽

象的艺术元素转变为具象化的现实事物，有效培养大学

生的创新与设计思维 [4]。例如在艺术设计专业中，《构成

基础》是该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教师在专业课程开展

前，可以让大学生对自己家乡的地域文化提前收集，然

后将其中的地域文化元素提炼成诸如民族图案、民间故

事、民间技艺等具象化艺术，并将之作为后续课程开展

的资源。在专业课程开展后，教师可以让大学生对收集

的地域文化资源进行重新结构，并将其运用于《构成基

础》各类艺术造型的设计中，以此锻炼大学生的设计思

维能力。

2.3 将地域文化与艺术设计大学生竞赛相融合

要想切实提高艺术设计专业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最

好的方式就是让大学生参与融入地域文化设计元素的竞

赛。在这种竞赛中，为了贴合竞赛主题，大学生需要主

动了解当地的地域文化，同时了解当地艺术市场对地域

文化的艺术设计需求，从而丰富自身的创作灵感，以更

好地完成竞赛。例如在 2020 年，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

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的铜奖，由海南

大学的“一只长臂猿”大学生团队获得。该大学生团队

以“保护濒危动物海南黑冠长臂猿”为主体，以“结合

海南当地美育与生态环境”为出发点，以“海南自由贸

易港口的建设与发展”为舞台，设计了一系列与海南黑

冠长臂猿相关的产品形象，这些产品形象包括文创产品、

互动式绘本等。通过对海南大学“一只长臂猿”大学生

团队在竞赛中获得名次的经历能够发现，将地域文化与

艺术设计大学生竞赛相融合，能够实现对大学生艺术设

计思维与地域生态保护的双轨培养。

2.4 将地域文化植入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方案

目前，随着国家与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的能力需求

不断提高，高校有必要将地域文化植入艺术设计人才培

养方案中，以提高艺术设计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例如琼

台师范学院以海南当地的黎族文化、三月三文化节、海

洋文化等地域文化为突破口，专门为大学生开设了黎族

传统文化、海南民族服饰设计、本土品牌视觉形象设计

等课程，有效开拓了大学生的艺术设计思路。又例如，

三峡大学以当地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域文化融入

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方案中，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加入了楚

文化、少数民族艺术等选修课程，为大学生设计更具地

方特色的艺术内容提供灵感来源。

2.5 建立地域文化艺术设计教学评价机制

教学评价机制建立的目的，在于以数据化结果明确

教学成果，从而促进教学过程持续优化。为了使地域文

化更好地融合于艺术设计教学中，高校需要明确教学评

价机制并设定评价指标，以突显地域文化的价值。一方

面，高校可以将评价过程设为评学和评考两个环节。其

中，评学主要对地域文化融入艺术设计的日常教学展开

评价，评考则是在每年期末考试中，以地域文化为基础

向大学生出具艺术设计考试内容 [5]。另一方面，在评价

主体的选择上，高校可以将主体拆分为三块，即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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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教、教师评议、专家评价。大学生评教是由大学生对

地域文化融入艺术设计教学的过程，及所获得的学习成

效展开评价；教师评议是由教师针对地域文化的教学成

果、教学方式发表议论和看法；专家评价是由专家学者

针对地域文化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融入进行分析。通过

这种评价方式，有利于加快地域文化在艺术设计教学中

的融合。

3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地域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其中

凝聚着浓厚的民族、文化精神以及地方特色情怀。通过

将其融合应用于高等教育艺术设计教学中，不仅能够培

养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心，还能为大学生设计艺术作

品提供灵感。在将地域文化融入高等教育艺术设计教学

的过程中，高校可以采用设计地域文化艺术设计教学校

本、依托地域文化优化艺术设计基础课程、将地域文化

与艺术设计大学生竞赛相融合、将地域文化植入艺术设

计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地域文化艺术设计教学评价机制

等对策，为培养更多优秀的艺术设计人才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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