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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教育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美术教育具有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审美素养的重要作用。

素质教育的推进，使人们越来越注重美术教育。在开展美术教育活动时
注重融合传统文化，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美术教育内容，而且可以更好

地促进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这对于学生综合发展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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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是一门比较传统的欣赏艺术，美术教育可以极大地提升
学生的审美能力、审美素养，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满足了学生综合发展的需求。同时，在美术教育中渗透中国传统
文化，一方面丰富了美术课堂教学内容，深化了美术教育内涵，
另一方面也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美术教育结合的意义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美术教育越来越受重视，同时，互联

网现代技术的深入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教学思想被应用在
美术教育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对教师的教学行为产生影响。中
国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也是十分重要的教育资源，将其融入美术教育，可以极大地开阔
教师的教学视野，使教师可以结合民族文化特色开展课堂教学活
动，满足了新时期的美术教学改革需求。同时，现代社会充斥着
各种文化，一些文化中蕴含着一定的负面信息，这对于正在快速
发展的学生而言有较大的危害。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保证其身心健康，这对于学
生的终身发展有极大的帮助。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美术教育的结合 
1.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是促进中国发展的重要枢纽，是人们代

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所在。现代经济的发展
使社会上涌现出各种文化，如网络文化、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
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实际教学中，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传
统文化与美术教育的结合，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如，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传统艺术品、图片资料时，
可以通过现代化手段将这些资料展现出来，让学生立足于现代，
分析这些作品的艺术形式、内涵、思想情感。同时，教师可以指
引学生对比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和外来文化艺术的差异，使学
生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逐步加深学生对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悟，从而全面提升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
爱之情，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注重文化知识的渗透 
在美术教育中，如果教师单一地采用说教式教学手段，引导

学生欣赏、绘画，则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容易降低实际教
学效果。因此，在教学中，美术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内
涵，要提高学生的精神素养，使学生可以更好地接受美术教育。
如，在工艺美术教学中，由于工艺美术本身具有一定的空间局限
性，而古人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也
存在一定的差异，学生在欣赏这些优秀文化艺术作品时，往往难
以达到情感沟通的目的。对此，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
充分考虑学生的生活环境、生活经验，将与传统工艺作品相关的
传统文化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认知工艺美
术作品，促进学生文化内涵的提升。 

3.优化美术教育模式 
首先，教师应该进一步加强学生与当地传统文化的接触，帮

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当地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精神素养和艺术修
养。教师应该充分重视当地传统文化资源的应用，使学生可以在
学习美术知识时感受到传统艺术的魅力。如，教师可以结合实际
条件，组织学生去当地博物馆参观，或者去当地观光、写生，使
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实践机会，提升学生的审美体验，加强学生
对当地传统文化的认知。其次，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中国
传统文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设
计新颖的课题，让学生自主收集、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并引
导学生彼此进行良好的沟通。以民间美术为例，其是由广大劳动
人民创造、传承而来的，是一种与人们日常生活、习俗、审美统
一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以结合民间美术的特色，在美术教育中引入民间美术的内容，如
剪纸、年画、脸谱等，并为学生介绍一些具有良好象征寓意的造
型、图式，使学生的思想可以在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中得到提升。 

总结 
在美术教学中，教师应该深入挖掘教材中的人文内涵，并将

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利用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感染学
生，使学生可以在艺术欣赏中得到提升，促进学生美术综合素养
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徐耘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学校美术教育中的创新运

用.现代基础教育研究，2014（1）. 
[2]陈略婧.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在美术教学中的运用.科研，

201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