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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新语——滇文化融入装饰与图案研究 

杨婷婷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湖北武汉  430223 

摘  要：装饰与图案课程在我国造物观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从原始社会起到现在形成了灿烂的中华图案，无论从构成形式、主题还是应用

方面都包罗万象，彰显出大国风采，基于此学习好装饰与图案这门课程对于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专业能力都大有裨益。本文从课程的衔接

性、传统文化植入方面探究了以灵动教育理念下的装饰与图案“讲、研、绘、评、展”五步授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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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与图案在很多艺术设计类院校都有开设，在本校视觉传

达设计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中于第三学期开设，在此前学生对设计

素描、设计色彩、二维造型基础、三维造型基础都进行了系统学

习，因此学生对于抽象的造型和科学用色都有一定基础。装饰与

图案这门课程属于我国特有的一门艺术设计类学科，是由本民族

的集体智慧演变而来，其中凝聚了许多中国特有的哲学理念、风

土人情、传统习俗等等内在文化。在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中装饰与

图案课程占有重要地位，在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方面起到了极大作

用。 

1 灵动教育理念概述 

灵动教育，顾名思义，具有灵魂、动态的、互动的教学。要

求每一堂课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善于引导、因材施教，在学习

的压力下保护好学生的“灵气”。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不

仅要注重知识的讲解，还要通过课堂丰富的教学形式提升教学的

灵动性，同时也是对教师有更高的要求，教师除了具备专业知识

以外，还要有更深厚的文化底蕴、人文素养以及对学生状态的体

察能力，能够及时捕捉到学生的心理状态，从而运用恰当的形式

帮助学生进步。 

2 滇文化融入装饰与图案教学 

2.1 滇文化融入的理由 

本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在学习图案之前进行了社会实践活动，

花两周的时间去云南进行采风，感受了当地的美丽风光和风土人

情，对云南地区的文化有非常直观地感受，学生在采风时通过写生、

拍摄等方式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为装饰与图案课程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在装饰与图案课程中融入滇文化能够打通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壁

垒，增强课程的衔接性，让课程之间形成紧密联系的矩阵。 

滇文化也称云南文化，云南省地广物博，历史文化悠久，自然

风光绚丽，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在这里生活着众多少数民

族，比如白族、彝族、傣族等，独特的地貌特征、气候形成了丰富

的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民风淳朴，与人为善，形成了真善美的

民族文化，比如东巴族，他们信奉东巴教，教义中包含与人为善、

与自然为善的精神食粮，也因此创造了东巴形象文字。在东巴文字

中有许多的民间谚语都体现了人们和平向善、尊老爱幼、互帮互助

的精神理念。而具有象形特征的东巴象形文字也在视觉领域占有一

席之地，文字具有的图形化特点，让文字成为了很优美的装饰。甲

马文化[3]也是云南文化一大特色，是当地人们的民间信仰，每逢佳

节，他们便会焚烧具有特殊含义的马甲，将自己的心愿托给天上的

神仙，以保佑自己的家人顺利平安。由此也产生了稚拙、粗犷的视

觉文化，体现着一种原生态的充满生命力量的美感。少数民族的服

饰也都充满特色，彝族姑娘在嫁为人妇后，在家庭重大活动时都要

身披毛毡，体现家庭中女性的重要性，也是标志着一个少女转向一

位家庭女主人的成熟转变，是从人生中重要的经历；她们头上带的

帽子和穗子体现了女孩不同年龄的美。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爱好歌

舞，《霸王鞭》跳起来欢快活泼，龙头琴弹起来也十分有民族风范。

同时，乐器本身的造型就颇具有美的艺术形式，琴头、琴身的比例，

以及龙头的形象、图案都属于形式美的体现。云南文化博大精深，

在学生进行资料调研的时候会进一步的感受到文化的底蕴。用优秀

的文化来构建学生的精神世界，在调研、创意的过程中形成心流的

体验。 

2.2 滇文化融入图案教学的过程和方法 

2.2.1 讲——教师理论讲授 

装饰与图案课程理论知识主要由概念、图案设计原理、形式美

法则、中外图案特征、图案的应用五个部分构成。这部分内容能够

运用线上教学平台完成，将知识点分解为若干个小视频进行讲授，

学生提前在平台上进行学习理论知识，通过相应的题目进行知识检

测，学与练的结合能强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对于重难点知识，

线上视频学习能够满足学生反复观看的需求。教师需提前将线上线

下教学时间进行合理安排。在线下课中主要解决学生在线上学习中

遇到的难点，学生带着问题进行线下学习能够大大提升学习效率。 

传统的图案教学基本分为植物图案、动物图案、风景图案、人

物图案四个部分，在教学中将云南特有的植物、动物、风景、人物

融入其中，引导学生全方位地观察对象，搜集素材，再运用图案设

计思维进行图案练习。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教师对云南文化进行解

读，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教学，让学生转变为学习的主体。 

2.2.2 研——师生调研文化内容 

文献调研法，云南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教

师在授课时将云南文化分为“历史地理”、“民俗景观”、“传统艺术”

三个方面全面讲授，其中“传统艺术”方面为主要讲授部分。首先

讲授云南特色文化，包含音乐舞蹈方面（云南映象、孔雀舞）、“云

南画派”丁绍光的画作风格分析、东巴文字、贝叶文化、沧源崖画、

白沙壁画、洞经音乐、纳西古乐、大观楼长联、陆军讲武堂；其次

是云南的传统美术，包含有扎染、彝族图案（虎头纹、太阳纹、牛

头纹、火把纹）、壮族图案（蛙蛇鱼纹）、布依族贴补拼布、八角纹、

土族纹样、傈傈族特有纹样、彝族月琴、壮族鱼鼓、基诺族太阳鼓、

白族刺绣、哈尼族纹样、少数民族服饰纹样；云南地区也包含了丰

富的非遗文化，扎染、甲马、瓦猫、土陶、剑川木雕、白族民居彩

绘、下关沱茶制作技艺、鹤庆银器锻制技艺、白族“绕三灵”、石

宝山歌会、大理三月街、白族三道茶、草编菱角、傣纸、彝族（撒

尼）刺绣（太阳花、八角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云南地区也有

着独特的饮食文化：腊排骨、菌菇火锅、鲜花饼、猫哆哩、云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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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牛干巴、宣威火腿、小粒咖啡……在这一阶段要广泛搜寻云南

文化，资料搜集得越多越广，对后期的创意更有利益。这部分内容

十分丰富，教师在教学需要将众多文化在 PPT 中罗列出来，挑选1-2

项典型的文化，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再由学生进行深入广泛

的调研，本着增强学生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这一环节分组进

行，学生每四人一组，合力完成云南文化的调研，要求学生将每一

种文化都要进行了解、学习， 后整理成 PPT 由组长进行汇报，形

成原始资料。 

头脑风暴法，在资料搜集齐全后，学生每5-8人一组，以“云

南文化”为信息员进行联想进行头脑风暴。头脑风暴是一种创意思

维方式，要求参与的人员能够放下禁锢，畅所欲言，说出能够与信

息员想到的一切事物，组员不得对他人评判、批评，同时也不要自

谦，这样才能形成思想的碰撞，产生新奇的创意。 

2.2.3 绘——学生成为课堂主体 

实践法。装饰与图案是一门强调动手能力的学科，丰富的理论

基础给实践提供了有力可靠的保证。学生在头脑风暴中产生的奇思

妙想能够落实在画面中。在草图的构建中，要求学生从构图布局的

角度思考画面的安排，达到主次分明的效果。在大效果有所保证的

前提下，对细节进行描绘，鼓励学生线条要肯定流畅。线稿描绘完

毕后，运用软件进行上色。根据不同的色彩感觉，从自然界、绘画

作品中提取符合作品气质的配色来完成。 

2.2.4 评——校内外专家齐点评 

对比分析法。在教学中有很多理论较为抽象，为了让学生能体

会到，运用对比的形式进行教学。比如在形式美法则中讲授了“统

一”与“变化”、“节奏”和“韵律”、“对比”和“调和”、“反复”

与“秩序”、“比例”和“尺度”五大方面理论知识。学生作业存在

的问题恰恰是形式美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没有找到各方面之间的

关系的均衡性。比如有的学生在作业中一味强调对比，而忽视了“调

和”，使得整个画面都显得过于强烈和生硬，因此需要将杂乱的画

面进行修整，让元素之间有更多的相似性，以达到协调。为了使学

生能直观感受到，教师可以在讲台上对学生的作业进行现场修改，

或者指导学生进行修改，再讲修改前后的作业进行对比，这样让学

生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奥秘。 

2.2.5 展——线上展促发展 

邀请校外的资深教授对学生作业进行点评，在有限的学时中

取得的学习成果需要获得一定的检验，一方面是同行校外专家的

检验，另一方面是通过竞赛进行检验，再者通过展览接受不同人

群的检验。来自首师大的李中扬教授对学生作业的点评非常中肯

“学生具备一定造型能力，在色彩上还需要再调整一下，细节的

处理还不够，要表现出云南的魂”，学生得到教授的指点都深有

感触，随后对图案进行了调整，让作品质量得到了升华。对于较

为优秀的作品，鼓励寻找合适的比赛进行投稿，比赛获奖作品的

水平是高于作业水平，对学生有着高要求才能让学生进步，也能

开阔学生视野，通过比赛去提升自己[3]。本校视觉传达设计 21 级共

5 个班，同时进行装饰与图案课程学习的有两个班，在课程结束后

举办线上展也是对外交流、宣传的路径。举办过程中需要学生通

力配合，一是作业排版要统一尺寸、形式，二是课程展海报设计

需要学生为主体进行设计，顺应趋势需要做动态海报，对学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学习相关软件应用，无形

中又提升了专业能力。 

2.3 教学延伸至课堂外 

装饰与图案课程考核形式为考察，大作业主题结合云南文化

拟定为“印象.云南”图案设计及应用，画面元素不少于 9 种，具

体要求学生完成 1 张主图案的设计，大小为 A3 或是 30*30 厘米大

小，再由主图案衍生出四幅子图案，要求大小一致， 后再将设

计的图案应用在合适的物品上，比如手袋、服饰、丝巾、地垫等

等，通过设计和应用的形式让学生进一步的感知设计的功能。

后要求学生对做设计的图案和样机图进行排版，并撰写设计说

明。目的是通过排版掌握一定的版面设计知识，为后期的专业课

程打下基础。大作业的体量较大，需要学生花更多的课余时间对

自己的作业进行深入、调整。为了保证教学顺利进行，教师需利

用可用于时间对学生作业各个环节进行把控，善用网络工具，比

如学习通，将作业分为草图、精细化线稿、上色完成图、设计说

明四个部分循序渐进进行。每一环节设定时间节点，教师及时查

看学生作业，把好每一次作业质量关，让学生稳步前进。艺术设

计需要运用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相结合，理性分析云南文化的特

点，感性思维进行创意发散，还需要学生课内勤于学习、课后对

待作业认真仔细，同时也要创作者能够放松自己，在松弛的同时

保持对生活的关注，寻找创意灵感。教师除了做好课上的教学工

作，课后与学生进行沟通、思维的碰撞也非常重要，因此，课堂

外教师应该与学生通过微信进行作业方面的沟通。 

想要学好装饰与图案课程，只关注校内是不够的，设计能力

建立在开阔的视野上，学生要先吸收前沿的、先进的设计理念、

形式、方法，才能够有所突破。带领学生校外看展的环节能够开

阔视野。在教学之余，利用周末和学生一道前往湖北省图书馆，

感受青铜器时期能工巧将的匠心之作，在观看到春秋战国时期

复杂、 精美的曾侯乙尊盘，学生能直观体验到人类的双手可以

创作一切，以此来激发学生在学业上勇往无穷的精神。馆内的瓷

器，本身就具有非常多的图案元素，尤其是以吉祥纹样居多，通

过观看、欣赏，传统文化也根植在学生心中，在观看的同时，学

生需要做好记录，分析其中的构成形式、造型特点和色彩，再引

导学生思考每一时期的纹样特色产生的背景原因，而不仅仅是停

留在图案表面的形与色，以此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能

力，也能够将各学科融会贯通，达到通专融合的目的。 

3 总结 

在灵动教育理念的引导下，教师注重课堂上与课堂外的教学，

前期通过理论讲授结合学生练习形成对图案设计能力的培养，后期

着重对云南文化进行调研分析，扎根民族文化，再通过头脑风暴、

草图绘制、精细化表现来完成设计作品，邀请同行专家对学生作业

进行点评，举办线上展，都能够合力推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此

也形成了讲、研、绘、评、展的五步教学法。装饰与图案本身就是

属于我国优秀的造物文化，其中蕴含了独特的东方造型思维与观

念，将云南文化融入装饰与图案设计合理且能增强课程之间的衔接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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