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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中华优秀文化的内涵出发，总结了中华优秀文化在高职艺术设计课堂教学中的存在

方式以及中华优秀文化融入高职艺术设计课堂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炼了相关问题对学生、教师

展开了问卷调查，以期促进中华优秀文化与高职艺术设计课程的深度融合，实现中华优秀文化的传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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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mode 

of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in higher vocational art desig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integrating into higher vocational art design classroom. On this basis, it refines relevant 

problems and carries ou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into higher vocational art design courses and realize the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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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文化无论是从思想层面还是物质艺术层面，都是

艺术设计领域的丰富宝藏，中华优秀文化融入艺术设计领域已

成为当代艺术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在西方设计理论的基础上

进行本土化的改良与融合，在我国艺术设计学科中呈现出一股

独特而有魅力的发展势头。因此研究如何以中华优秀文化丰富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课堂教学具有重要意义，要在专业课课堂中

渗透中华优秀文化，提升设计类专业课的内涵与层次，形成有

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艺术设计课堂教学理论体系。 

1 中华优秀文化的内涵 

古人云“以文德教化天下”，说的就是通过文化的熏陶影响

自己的行为，并通过生产活动的实践创新来完成文化传播的过

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虽演变的进程从未停步，但核心内涵

却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那就是追求美好和谐。从狭隘上来理

解中华优秀文化，我们各个民族的民俗、语言文字、艺术以及

一切丰富的精神产物都属于我们的中华优秀文化。从广义上来

说中华优秀文化，中华五千年以来古代各个时期文明所传承下

来的传统文化、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文化、革命文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些都是我国丰富的精神文明财富，是需要

一代代传承的文化精髓，也是我们的民族繁荣昌盛的底气所在。 

2 中华优秀文化在高职艺术设计课堂教学中的存在

方式 

2.1专业课教材 

中华优秀文化在高职艺术设计课堂教学中最好的呈现方式

之一就是与教材的完美结合。不仅可以给教师授课带来系统的

指导，也有利于学生温故知新。由于职业教育的导向性，在各

版的专业课教材中，中华优秀文化基本是处于缺失状态。因此，

各大院校积极开发校本教材，根据本校本专业的特点，由本校

教师进行教材订制工作。这一部分的工作正处于循序渐进的推

进过程中，相信在不久的未来，通过校本教材的使用，将提高

教师将中华优秀文化融入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2.2其他教学因素 

高职教育是以实用性为主导进行教学内容的安排，但时代

赋予了职业教育更高的要求和使命，专业课教材中中华优秀文

化是影响学生人文素养的显性存在，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内容中，

也可以通过教师的精心编排而蕴含许多隐性的中华优秀文化教

育内容。如教师进行课堂教学前的积极备课，在趣味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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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课堂效率上下功夫，体现教师“匠心”。学生养成课前自觉

预习学习内容，课后积极练习的好习惯，良好的学习态度和积

极向上的学习热忱能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提供强大的保障。课程

实践中的内容安排应积极与社会实践挂钩，如制作公益海报，

公益短片等等，并投放到网络平台。在实践的过程中不仅能加

深对中华优秀文化的理解，同时也是将美好和谐的种子进行传

播的一次契机。 

3 中华优秀文化融入高职艺术设计课堂的现状 

目前，国内对中华优秀文化融入高职艺术设计课程的融入

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3.1文化资源选择方面 

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普通高等学

校的各个艺术设计专业，对匹配各专业需求的文化资源进行挖

掘，如在高职艺术设计实践中引入合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引

导学生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遗产。在地方典型的非物质文

化方面，结合当地本土文化特色进行传承与创新，激发学生设

计灵感，给传统文化注入新鲜活力，为本土文化实现产能转换

提供思路和发展方向，以促进本土实用性人才、地方文化创意

产业的培养和孵化。在民俗文化方面，以民俗主题、文化主题

设计图案构成作品，深入研究传统文化的精髓，培养学生积极

参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

传统文化方面，利用优质的民族传统手工艺资源，融入高职院

校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教学实践中，既可以更好地对传统手工艺

进行活态传承，又可以帮助学生拓宽眼界，提高地区职业院校

的教学发展水平。 

3.2文化融入艺术设计教育的有效策略方面 

课程选择上，将中华优秀文化融入专业核心课、方向课、

实施平台、技能训练中是基本的选择，但也有学校尝试以通识

课程为核心融入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例如公共选修课、专业平

台课、专业选修课等。资源整合上，整合社会公共资源，例如

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所，并联合企

业进行人才培养，举办设计成果展览，扩大社会影响。有些学

校尝试借助本土的非遗传人和工艺大师构建特色教学，并取得

了良好的成效。教学实践上，许多教师对教学方法做出了丰富

的研究和探索，如构建“体验式”教学模式，设立实验教学中

心，打造中华优秀文化校园，营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加

强学生对文化艺术的认识，深入开展中华优秀文化的设计实践

课程等。 

3.3中华优秀文化融入艺术设计教育存在的问题方面 

中华优秀文化元素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需要设计者本身具

有扎实的文化素养，只有抓住文化精髓的设计，才能与中华文

化的精神相契合。市场上目前流行的“国潮”风，不乏有很多

粗制滥造，模式化的设计形式，单纯的套用和模仿，暴露了很

多设计师和学生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理解，流于表面，无法传

达出文化的内涵与民族审美的意蕴。教师和学生都需提升自身

的文化素养，只有这样，设计作品才能更加富于生命力，民族

韵味才能引人入胜。另外，各地本土的文化资源都可以被课堂

所吸收利用，通过对本土化的文化资源进行近距离接触与互动

体验，比纸上谈兵更为直观且有效。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在对中华优秀文化融入艺术设计教育

的探索是丰富且颇有成效的，通过对前人的探索经验的分析，

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有待提高和改善的方面：（1）中华优秀文

化在教学中如何融入，融入内容等方面都有着许多精心的设计

与实践，但是从学生的角度展开详细调查分析的较少。（2）对

于如何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具体行动做出了许多积极的

尝试，但对于实践中所产生的矛盾及矛盾的解决较少关注。（3）

针对文化融入艺术设计教育多是从教学模式、教育理念等宏观

角度出发，较少提出具体的、易借鉴推广的实践模式。随着我

国要实现高职院校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实现

质的飞跃，优秀中华文化在高职教育中的传承研究就显得尤为

必要。 

4 中华优秀文化融入高职艺术设计课堂教学现状调

查及分析 

为了更深入了解中华优秀文化在高职艺术设计课程中的应

用现状，笔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经过对数据的整理，将得到的

信息进行归纳并加以分析。 

4.1现状调查 

对本学院3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大一、大二、大三

学生各100人，涉及专业有动漫设计与制作、室内设计与制作、

广告设计与制作等。 

4.1.1关于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对中华优秀文化素养的

调查 

表1 是否喜欢/热衷中华优秀文化 

 

表 2 举例你所知道的中华优秀文化 

 

表3 对中华优秀文化价值的认同 

 

表 4 对专业课程中融入中华优秀文化的态度 

 

4.1.2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对中华优秀文化认知来源的

调查 

表 5 你接触中华优秀文化知识的来源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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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专业课教学活动中是否涉及中华优秀文化的知识 

 

表 7 学校是否经常举行你感兴趣的中华优秀文化活动 

 

表 8 学习中华优秀文化是否影响到你的专业课程学习 

 

4.1.3对高职教师在专业课程中融入中华优秀文化的调查 

表 9 专业课教学活动中是否涉及中华优秀文化的知识 

 

表10 高职教师在专业课程中融入中华优秀文化的难度 

 

4.2结果分析 

通过表1、表2调查结果显示，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对

于中华优秀文化的魅力非常肯定，认同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

文化。但从表3、表6、表8的问卷调查来看，理论知识容易学

习和了解，融入专业课实践，学生的接受度还是存在一定的

难点。表4的数据结果表明，学生所吸纳的知识虽广泛，但却

趋于表层化。从表5、表7的调查过程及结果来看，学校教育

与网络媒体对学生产生的教育影响不分伯仲。由于职业教育

的导向性，学校针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专题教育活动虽固定存

在，但缺乏创新与活力，在学生群体中更趋于一种程式化的

存在。网络媒体对于高职学生的思想观念和思维的发散性具

有较大影响力，但缺乏优秀的创作者和有深度的作品。因此

学生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理解趋于碎片化，比较抽象，并认

为与自己现实生活缺乏实际联系。在表9、表10的调查过程中，

众多教师反映职业教育体系长期以来侧重对技能熟练度的练

习，中华优秀文化的融入增加了一定的教学难度，亦或学校

的硬性要求在专业课中融入思政，教师的应付式融入也让一

些教师止步不前。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良好的中华优秀文化传播的氛

围需要教师、学生、学校以及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营造。一部分

人正在努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但学习现状还是

难点重重，任重而道远。 

5 结语 

中华优秀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体现着中华民族

的精神文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现代设计教育始于包豪斯，

给世界艺术设计带来优秀的设计思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

会经济的繁荣，人们对于新的设计形式渴望愈渐强烈。因此，

高职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应在现代设计理论的基础上，将

中华优秀文化融入其中，以科学的教学方式将中华优秀文化贯

穿于课堂，优化高职院校艺术设计课堂教学，促进教育资源与

文化资源的有效结合，构建中华民族的特色设计语言，从而实

现中华优秀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中国当代艺术设计的创造性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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