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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中国画教学中传统文化融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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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画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是经过岁月的沉淀与时代的洗礼依然流传至今的一种独特文化。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

要基地，在中国画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既能拓展课程教学空间，又能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是提升教学实效性的关键因素。

本文主要对中国画教学中传统文化融入意义展开分析，进而结合现阶段高校中国画教学中传统文化融入面临的困境深入研究，

并立足于困境详细论述高校中国画教学中传统文化融入策略，以期提升中国画教学实效性，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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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painting is a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y country， and it is a unique culture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the years 
and the baptism of the times. As the main base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hinese painting teaching can not only expand the teaching space of the course， but als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is a key facto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hinese painting teaching， and further studi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paint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this stag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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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画代表为山水画，在古代被称为丹青，主要材料以
毛笔、水墨、颜料等为主，作画多运用宣纸、绢等，以人物
形象、山水、花鸟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具有显著的中国画艺
术特征。在时代的发展中，中国画形成了固有的创作体系，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现阶段部
分高校在实践教学中，传统文化融入并不理想，降低了传统
文化对于中国画的教育影响。

二、高校中国画教学中传统文化融入意义

（一）中国画是传统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

中国画在我国起源较早，商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中国画
雏形，以人物肖像、山水画、花鸟画三个分支为重点。随着
时代的发展，山水画艺术性与文化魅力在不断提升，变化的
过程不仅是呈现艺术的一种方式，也是记录山水画发展历程
的文化载体。山水画在起源与发展展示了艺术先辈的创作智
慧与时代形势，从艺术的层面记录了历史的变化。现阶段，
高校中国画教育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导致传统文化的融入稍
显不足。部分教师在中国画教学中，忽略了传统文化对于中
国画的影响，或出现中国画史论与技法课教学脱节的现象，
降低了教学实效性。结合现阶段教学现状与中国画教育形势
分析，融入传统文化，拓展教育空间，是现阶段中国画教学
亟需研究的课题，也是促进中国画长效发展的原始动力。

（二）现阶段教育的基本要求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教师在实践教学中越来越重
视学生的技法，在传统文化教育层面稍显不足。而传统文化
教育是提升学生意境的关键要素，假设教师在中国画教学中

未充分重视传统文化，仅以技法为主，将难以促进学生绘画
意境的提升。传统文化的融入决定着学生的文化底蕴，文化
底蕴关系着学生绘画素养。一旦缺失文化底蕴，即使学生在
绘画中主观尝试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也难以真正创作出优秀
的绘画作品［1］。因此，高校在中国画教学中应尝试提升学生
的创作能力，有效渗透传统文化教育，在传统文化与技法教
学的融入中构建完善的教育体系，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
时提升其核心素养。只有在实践中促进学生专业技法与文化
底蕴的培养，才能满足新时代国家对于绘画人才的基本要求。

（三）应对西方文化侵略的基本形式

西方文化的融入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
负面影响，而规避负面影响干扰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前
提条件是弘扬与传播我国的传统文化。高校学生作为艺术领
域发展的新鲜血液，应践行与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避免西
方文化的冲击导致传统艺术淡出人们的视野。艺术是无国界
的，但是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艺术优势，单从绘画层面分析，
中西方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以水墨画为主，西方国家则
以油画为主。面对文化，必须秉持尊重与学习的态度，但是
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必须足够明确传统文化，走好中西
结合之路。确保在借鉴与融入中推动传统文化的高效发展。
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画教学不仅可以有效应对西方文化的负面
影响，还能推动我国艺术文化的发展与建设［2］。

三、高校中国画教学中传统文化融入困境

（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画教学未收到充分重视

现阶段，部分高校在中国画教学中侧重于传统教学理念，
以培养学生的技法为主，在教学中并未充分重视传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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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一幅好的艺术作品，不仅难以脱离学生高超的绘画技
艺，还无法脱离学生的文化底蕴，只有在二者融合中才能做
到形神合一，意犹未尽。但是现阶段部分高校教师在实践教
学中并没有充分重视传统文化的融入，导致中国画创作中难
以凸显意境，大部分学生的作品虽然美观，但是缺乏内在吸
引力。究其原因就是学生对于中国画内涵传统元素缺乏认知，
在绘画中仅以技法为主，或导致学生的作品缺乏意境与艺术
魅力［3］。此外，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画教学中还能提升学生的
美术素养，美术素养决定着学生的专业性，而这一板块的缺
乏将会导致学生专业能力有所下降，进而影响高校人才培养
质量。

（二）学生缺乏足够的训练平台

训练是扎实学生基础的关键，高水平的拓展训练对传统
文化在中国画教学中具有直观性影响。在当前中国画教学中，
大部分高校教师以教学内容为主，侧重于教材知识。而美术
本就灵活度较高，具有较强的艺术性，这就意味着教师在实
践教学中应尝试为学生提供足够训练平台，在实践中巩固学
生的基础。但是学生一旦缺乏足够的训练平台，思维与想象
力将会受到限制，实践创作能力将难以有效提升。而现阶段
部分高校美术教师在赏析教学中，并未重视传统文化融入的
实践平台构建，导致学生不仅难以有效领悟传统文化相关内
容，还极大阻碍了学生审美意识的发展与提升。

四、高校中国画教学中传统文化融入路径

（一）改革传统教学理念

要想更好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画教学体系，促进高校
中国画教育事业的发展，实现人才培养目标，首要任务就是
改革传统教学理念，改善传统教学现存不足。换言之，尝试
将传统文化有效融入中国画教学中并实现其教育价值是现阶
段全体高校教师亟需研究的课题。对于高校一些年轻美术教
师而言，他们思想先进，接受教育广泛，对于西方文化较为
敬仰，在教学实践中，此类教师应注重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
的协调性，避免正确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避免侧重于一方
教育失去了艺术的灵活性。在中国画教学中，教师应深入研
究传统文化与教学内容之间的关联，将文化底蕴与绘画技法
相互融合，辅助学生更深层理解中国画的灵魂与内涵。在教
学内容中寻找载体适当融入传统文化，实现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的目标。进而在核心素养的培养基础上促进学生艺术创新
能力的提升，为社会输出专业的中国画人才夯实基础。

（二）建立健全课程体系

要想将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到高校中国画教学中，教师
应尝试在实践教学中建立健全课程体系，只有构建特色课程，
才能最大化发挥课程的意义，促进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提升。
我国传统文化中美学理论体系并不完善，导致这一层面在中
国画教学中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或难以凸显教育价值［4］。结
合现阶段中国画教育涉及到的课程分析，主要包括美学理论、
美学赏析等等，侧重于西方知识的学习。在长期接触此类教
育的情况下，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会受到重创，为改善这
一现状，建立健全课程体系迫在眉睫。结合传统文化因素分
析，高校在中国画教学中应尝试加设古代哲学、地方优秀传
统文化、中国美学理论等内容，丰富传统文化课程，改变西
方文化理论体系占据主力的问题。在具体运行模式中，教师
可以给予学生自主选择空间，一则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二

则确保中国画教育的综合性与灵活性，三则促进传统文化在
高校中国画教学中进一步发展。

（三）提升师资传统文化素养

教师是中国画教学中的主力军，提升师资传统文化素养
就是为培养优质人才夯筑了堡垒。教师作为教学中的引导者
与执行者，应不断加深传统文化认知，借助网络平台研究传
统文化，并在实践教学中挖掘传统文化有效融入的突破口，
力求在实践教学中落实传统文化教学目标，促进学生艺术修
养高效发展。提升师资传统文化素养可以从两方面实施，一
方面学校应加大培训力度，给予教师学习空间。并构建交流
群，在群中引导教师积极分享经验，凝聚教学合力，在经验
相互分享与借鉴中提升全体教师传统文化认知能力；另一方
面教师可以自主学习相关内容，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与反思，
在有效尝试中提升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为更好地实施教学
夯实基础。

（四）以实践为载体实施教育

实践与理论教学相对，教师应定期组织实践活动，改善
固有的教学环境，活跃教学氛围。高校教师在中国画教学中，
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实践平台是有效融入传统文化教育理念的
关键部分，更是推动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在
新时代教育背景下，信息技术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各项媒体资源为教师的教学改革提供了便利条件，教师应搭
建信息技术顺风车，创建丰富多样的实践教学平台，如借助
信息技术播放一些传统作品，并鼓励学生对于进行模仿；抑
或者创建信息平台网站，鼓励学生自主创作具备传统文化底
蕴的艺术作品，并在其中甄选出最佳作品进行嘉奖。中国画
重在实践，尤其是在融入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教师更应注重
实践平台的构建，给予学生充分的展示空间。与此同时，教
师还应鼓励学生在中国画学习中自主探索实践平台，创新发
展思维能力。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高校中国画教学在媒体资源的作用下
迎来了发展机遇和困境。教师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应创新与完善教学方式，夯筑中国画教学根基，掌握传统文
化融入的必要性与指导优势，并在实践教学中不断提升自身
的教学素养。结合高校中国画教学现状分析，本文主要对于
传统文化融入高校中国画教学的意义展开了分析，并结合意
义与现状从改革传统教学理念、建立健全课程体系、提升师
资传统文化素养、以实践为载体实施教育、创新与完善教学
评价体系五方面展开了论述，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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