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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承载着深厚的国家记忆。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就没有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1]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文化自信的

作用，指出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指引，是更基本、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地域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如何运用地域文化

创新艺术教育，增强新一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凸显办学特色、服务地方经济、活态化保护、弘扬地域

传统文化是新时代高校艺术教育中及其重要的命题。[2]

1.地域文化融入艺术教育的现状 1

地域文化是传承至今且仍发挥作用的传统文化。其

重要性受到政府、企业和教育部门的关注。[3] 近年来，

不少高校越来越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提出艺术教

育要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但在实际应用过程

中仍存在一些显著问题，具体如下：

（一）重传播现代文化，轻弘扬传统文化。很多高校

在艺术教育过程中过分强调对西方艺术的学习，却忽视

了对传统文化的渗透。[4]

（二）教育课程不够完善，教学模式不够创新。现有

的艺术教育课程对地域文化的讲解和学习不够全面。学

校未能根据时代发展以及学生特点去创新教学模式。缺

少实践课堂，“填鸭式”的教学难以唤起学生的兴趣，无

法形成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很难实现增强文化自信和

自觉、创新发展地域文化的教学目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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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堂教学与文化产业市场缺乏对接。教学课程

中的实践内容往往为学生自拟题目或教师命题，教学内

容过于模式化，没有教育特色，缺乏实用性学生所收获

的知识不能转换并应用到市场中。[5]

2.地域文化融入艺术教育的价值分析

2.1 激发文化活力，增强文化自信

在文化多元化的相互激荡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追

求时尚、新鲜，呈现出对传统文化了解甚少、文化自信

缺失、文化不自觉的现象。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报告中的第七点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6] 地域文化对坚定文化自信具有

重要作用，高校结合自身的优势，对丰厚的地域文化资源

进行整合和挖掘，继而在艺术教育中进行传播和实践，发

掘学生无限的创造力，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2 激发艺术创新力，突出办学特色

文化是高校创造力的基石，体现了学校的软实力。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家潘懋元先生说过：“每所大学能够生

存、能够发展、能够出名，依靠的主要是特色。”[7] 每个

地区的传统文化受当地文化背景和地域差异的影响，具

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为艺术课程开发提供价值。因此，

高校将艺术教育与地域性文化色彩有机结合，在服务地

方经济、创新传承地域文化的同时，能够激发学校内在

的艺术创新活力，促进艺术教育的理念创新、内容创新，

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教育模式，突出办学特色。

3.地域文化融入艺术教育的措施

3.1 特色化课程资源的开发

地域文化与艺术教育相结合，并不是简单的将其融

入到课程中，而是要让学生能够真正了解地域文化，对

地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的艺术

创作中。高校应该结合自身发展特色与目标，不断优化

调整艺术教育课程体系，积极组建课程开发团队，深入

挖掘湖湘地域文化，利用全息投影、三维扫描、动态捕

文化自信背景下地域文化在高校艺术教育中的应用
——以湖湘传统文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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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等方式对地域文化资源进行收集、整理与归纳。以湖

湘文化为例，可将其整理归纳为“传统文化”“艺术作

品”“民俗”“美食”“杰出人物”等板块，系统介绍湖湘

历史文化名人及艺术作品，构建一套完整的课程资源库。

其一，开设地域文化特色课程。艺术教育应因地制

宜的开发实效性和特色性教学资源，以大学生的认知特

点和兴趣特质构建艺术教育新模式，开设地域文化特色

课程。教师可以让学生利用微课、慕课等一系列新平台

提前预习本节课所学内容，并结合课堂讲授知识给学生

布置实践课题，使课上所学知识充分利用到实践考察过

程中。例如，以湘绣为例，教师可布置课题“图案的组

织与构成”。学生以课题为依托去亲自探访湘绣这一非遗

文化，去感受湘绣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并经

过解析和提炼，将可用元素与课题结合进行在创作。通

过此种与实践结合的方式，即增强学生研究传统文化的兴

趣，培养文化自信，又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其二，将地域文化融入到已有课程建设中。例如，

以数字媒体专业为例，可以从“动画概论”这一课程入

手。此课程是数字媒体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是重要的理论

基础课。从动画发展史来看，有很多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传播正确价值观念的动画电影。因此，教师可借助动画案

例教学，在润物细无声中让学生喜欢听，听得进去，以鲜

活的的案例让课堂活起来。例如通过讲解《天降小子》让

学生了解湖南的建筑文化，讲解《虹猫蓝兔七侠传》学习

湖湘文化中不负众望、挺身而出、锲而不舍的精神，在

《韶山少年》中了解伟人毛泽东的故事。这些动画案例对

树立学生正确唯物史观，增强文化自信起到了助推作用。

在讲授过程中教师也可以结合交互技术进行教学。

互联网 + 的模式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

用。运用交互技术将湖湘地域文化融入到艺术教育之中，

让学生直观的感受到湖湘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

原因、人物等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加入一些互动体验，

可以使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增强学生对地域文化的兴

趣，激发他们对文化的内涵、技艺探索的热情。

3.2 组建师资队伍，建设校内外实践平台

“填鸭式”的教学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应

将实践实训活动融入教学中，使教学成为有源之水。实

践是艺术教育的关键性环节，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因此，高校可采用理论教学、专业实践、产学结合的教

学手段，内引外联的方式组建师资队伍。以理论专职教

师为主体进行教学，并安排博物馆管理人员、企业运营

者、校外非遗传承人到学校给学生开展第二课堂的教学，

讲述文化背后的故事。通过案例的讲解让课堂互动活起

来，提高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力。例如湖南省的高校

可以与当地的非遗馆、红色博物馆、文化产业建立校地、

校企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学习的平台，将产学研落到

实处。在此基础上，高校还可以建立人机交互性强、体

验感佳的资源共享平台，辅助学生课后延伸学习。[8]

3.3 开展“课题 + 竞赛”的项目制教学方式

项目制教学是促进师生共同发展的过程，是学校与

社会沟通的桥梁。首先，教师可以申报湖湘文化的横向项

目课题，并将其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通过与实践项目接

轨，改变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将理论知识转换为实际成

果，使教学不在停留在模拟课题中，让学生全面系统的思

考和操作，了解社会需求与市场进行融合。其次，教师也

可申报湖湘文化的纵向项目课题，在申报过程中构建湖湘

文化更为立体的知识体系，不断丰富教学形式。再次，高

校可以学科竞赛为依托，鼓励学生多学科合作参与竞赛，

结合自身专业特长，用现代科技去创新、弘扬传统文化，

使其满足当代人需求，促使传统文化向创意产业转化。[9]

4.结语

综上所述，地域文化既是地方文化的精要，也是中

华文化的宝贵遗产，为高校艺术教育提供了教育资源，

高校作为文化建设的重点，关注地域文化的传承、保护

和发展，并将其融入到艺术教育之中，既彰显了高校立

足于创新发展本土文化资源的特色办学理念，又能够加

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了解，树立起传承与创新意

识，增强文化自觉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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