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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艺术设计课程中，陶瓷艺术设计是具有非常典型的

文化特色，并且讲求设计的文化内涵传承传播的一项设

计核心内容。陶瓷艺术设计中纹饰图样的应用是提高设

计感、突出艺术特色的有效途径。在艺术教学工作的开

展中，基于陶瓷艺术设计促使传统的图形元素与之实现

融合是丰富陶瓷艺术设计素材、提升设计效果的科学途

径。同时，从教学的角度上来说，融合教学的开展也需

要教师选取科学的融合切入点和融合素材进行应用。

一、陶瓷艺术的发展历程和基本内涵

1. 发展历程

陶瓷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

种因素不仅包括了环境因素，一些艺术文化方面的因素

也对陶瓷艺术的产生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从我国的陶

瓷艺术产生历程上来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

陶瓷文化发展受到了西方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西方的

陶瓷艺术与我国本土的陶瓷艺术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但也有非常能够显示出风格特色的差异性。作为发源于

我国的一种传统文化元素和载体，陶瓷艺术的发展经历

了不同的阶段，初级阶段以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为主要任

务，第二发展阶段是指从单一的艺术表现形式角度出发，

随着陶瓷烧制工艺和图案元素应用的丰富性，使得陶瓷

艺术的呈现形式和表现力度得到了突破和提升 [1]。而从

现代发展的角度上来说，西方陶瓷艺术与我国传统文化

支撑下的陶瓷艺术的融合，成为了现阶段的发展特征和

主流状态。由此可见，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

丰富与融合的过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陶瓷艺术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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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底蕴的深刻性以及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2. 我国陶瓷艺术的内涵特征分析

陶瓷是一种经过烧制工艺而形成的、能够作为容器

并且具备一定观赏价值的物品。我国的陶瓷制作有非常

悠久的发展历史，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陶瓷都基于不同

的烧制窑而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上

来说，意味着陶瓷艺术和陶瓷制品本身在发展的过程中

就积累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陶瓷艺术的内涵也主要

表现在其文化内涵和艺术呈现形式两个方面。首先，在

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陶瓷基于不同的地域和烧制工艺

产生了不同的类型，在我国的考古工作进行中，不同地

区也出土了多种不同风格的精美陶瓷制品。这都是陶瓷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出其艺术魅力和历史悠久

性的主要表现。而从外形方面来讲，陶瓷的特征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陶瓷制品具有质地温厚，色泽鲜

明的典型特征，一些丰富多样的纹饰图案的融入，更使

得陶瓷制品的外观在美观性和文化传达效果上达到了更

高的水平层次。二是陶瓷本身基于不同的文化传承背景

有非常典型的风格差异，这也为我国相关文化的研究和

历史渊源的追溯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本文探讨的陶瓷艺

术设计与传统图形元素的融合教学就是将传统文化内涵

深厚的陶瓷艺术纳入到常规的课程体系中进行研究和分

析的一种有效尝试 [2]。

二、陶瓷艺术设计课程与传统图形元素的融合教学

分析

1. 基于课程教学的传统图形元素融于陶瓷艺术设计

的主要类型

线条纹饰图样和独立的带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纹饰图

样的融入在陶瓷艺术设计课程中的融合应用是非常常见

的，不同类型的纹饰图样，在融合效果和融合过程中的

特征与内涵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对于艺术设计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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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来说，元素的丰富性能够促使设计课程的执行落实，

效果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另外陶瓷艺术设计的创新本

身也需要多种类型的素材和资源做支持，这也提示艺术

设计类课程中融入传统图形元素的必要性。传统图形元

素有多种不同的类型，能够适应于陶瓷艺术设计课程的

基本图形种类也有非常严格的划分。从历史维度上来讲，

秦汉时期的陶瓷制品上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类型的纹

饰图样，以线条的表现形式为典型代表不同类型的线条

组织形式可形成不同的纹路搭配风格 [3]。从而实现对陶

瓷制品表面的一种装饰和美化。在具体的艺术设计教学

开展中，教师可结合不同地区的陶瓷文化艺术基础和内

涵，通过合理选择相应的素材和内容，找到陶瓷亦属于

不同类型文化图样实现融合的有效途径。并且从艺术设

计的角度出发，基于艺术设计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方法，

将一部分陶瓷艺术设计的原理应用在图形融合的过程中，

最终呈现出良好的艺术表现形式。比较典型且具有非常

高的文化艺术价值的陶瓷艺术作品以象征吉祥寓意的八

仙过海、吉庆有余为典型代表。在相关的课程教学中，

教师可将这类陶瓷艺术作品的图片或视频作为教学素材

向学生进行呈现，让学生充分了解不同陶瓷工艺技术背

景下的纹饰图样融合应用路径和操作方法，并且鼓励学

生从艺术设计实践的角度分析纹饰图样的应用原理观察

应用效果。

2. 基于艺术设计的传统图形融入创新尝试

创新是艺术设计类课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动

力，结合艺术设计类课程的创新，也是体现设计类课程

的艺术内涵和教师教学组织能力水平的重要前提条件。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和理论知识学习的过程中，同步追求

创新是最终取得更好的艺术设计效果的科学方法。从教

学的角度上来说，追求创新是艺术设计类课程应当重视

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传统图形元素与陶瓷艺术设计的

融合来讲，两者融合过程中的创新可通过变化纹饰图样

的形式，或将一些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元素和图形融入艺

术设计的方式达到相应的目标。作为教师，其在教学组

织实施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创新和完善，通过融入一些

典型的传统文化纹饰图样，并且改良创新融入的方式方

法达到更好地融合教学效果，在具体的教学创新方面教

师可通过借鉴多媒体平台或网络化的教学工具，用视频

或动态展示的方式对具体的设计效果进行观察和分析。

同时引导学生从网络平台以及相关的理论知识学习中，

发挥个人的创新思维和想象力，达到艺术设计与传统图

形有机融合的教学目标。例如，教师可将传统文化中的

龙凤图案作为艺术设计的基础元素，鼓励学生通过想象

力的发挥修饰或完善相关的纹饰图样，以便达到更好的

传统图形融合效果。而从艺术设计的角度上来说，设计

效果的提升本身也需要借鉴先进的技术和方法来达到预

期的目标 [4]。

3. 基于实践活动的开展为融合教学提供便利

实践活动的开展，在艺术设计类课程中所占的地位

也是非常重要的。结合实际开展实践活动是锻炼和检验

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以及艺术设计思维能力的科学方法，

教师应当结合艺术设计类课程的基本特征，以本地区的

陶瓷文化艺术内涵和积淀为基础，通过引导学生参与相

关的实践活动或参观相应的博物馆等地区为取得更好的

实践教学效果提供支持。具体来说，教师可利用本地区

的陶瓷文化基地或相关的博物馆，通过带领学生进入场

馆进行参观促使学生了解本地区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现

状，并且通过对古代陶瓷艺术制品的呈现形式以及现代

陶瓷制品制作工艺的了解，认识到纹饰图案的融入对陶

瓷制品质量水平提升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教师可

通过举办针对性的实践活动，以手工制作陶土这类实践

活动为基础，鼓励学生参与到相关的实践课程中，或基

于个人对陶瓷艺术作品的理解进行分析和阐述。依托实

践课程的开展促使学生的艺术设计能力以及对陶瓷传统

文化艺术的理解能力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三、结束语

在陶瓷艺术设计课程当中，纹饰图样的融入需要结

合不同纹饰图样的文化内涵和基本形式选取适当的素材

和模型进行应用。教师也需要从文化内涵的解读、实践

教育的开展等多方面入手，为学生的陶瓷艺术课程教学

提供素材和实践活动支持，促使这部分课程的教学在生

动性和有效性上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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