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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美术教育的路径
蒋　泳

（广西工商技师学院，广西 南宁 543199）

摘要：随着社会对于不同人才需求的增加，中职教育也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其中包括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美术教育，本文旨在探

讨这一融合的意义与实施策略，为相关研究提供启示，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与审美能力，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丰富中职美术教

育的内涵，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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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明确

指出：到 2025 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

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

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

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其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提升离不开美术教育的融入，中华气派的文化产

品跟需要具备审美能力，所以中职美术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已经

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和融

合。

一、在中职美术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的关键作用

（一）学生的美术创作，犹如一棵树的成长，离不开灵感的

滋养，中国传统文化正是那片肥沃的土壤，它深藏着社会发展的

智慧、哲学的深邃、道德的坚守、唐诗宋词的优雅以及写意山水

画的空灵。这些元素，在历史的长河中缓缓流淌，逐渐积淀，成

为我们民族数千年人文精神的瑰宝。传统艺术形式，如雕塑的细

腻雕琢、中国山水画的诗意盎然、景观建筑的匠心独运，无一不

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深度。当学生们深入探索这片文化

的海洋，他们不仅能从中找到创作的素材。更能激发内心的灵感

火花，推动艺术创作的创新与突破。然而，创新并非凭空而来。

在中职美术创作中，教师鼓励学生大胆尝试，但更强调传统文化

的根基，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创新就如同无根之木，难以长久。

因此，教师应坚守传统文化的阵地，让学生从中汲取养分，不断

为他们的创作注入新的活力。如果离开了传统文化的滋养，那些

所谓的创新作品，就如同“水中月，雾中花”，虽然美丽却缺乏

实质与内涵。教师要将传统文化融入在美术创作中，它是激发学

生创作灵感的源泉，更是他们艺术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伙伴。

（二）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沉淀与传承，展

现出了它丰富多彩的面貌和坚实稳固的根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

的今天，外国文化不断涌入我国，为我国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元

素和挑战。为应对这一变化，将传统文化融入中职美术教育显得

尤为重要，传统文化与美术教育融合能够加深理解其背后的历史

背景和文化内涵，从而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中职学

生在创作实践中，不仅学习了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技艺和精髓，还

通过自己的理解和创新，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这样传统文

化就能在代代相传中保持其连续性和生命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确保我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并不断发展壮大，为后世留下宝贵的

文化遗产。

二、中职美术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策略

（一）提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

在教学中，教师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创新的教学方法，

为学生们编织了一张丰富多彩的文化网。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

教育工作者，深刻理解到中职教育阶段对于文化认知的重要性，

因此，决心在日常的教学和保育中，巧妙地融入传统文化的精髓，

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学生们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教

师深知，要教好传统文化，自己首先要成为传统文化的“活字

典”。会利用闲暇时间，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养分。

从浩瀚的历史故事中，汲取智慧；从绚烂的传统节日里，感受

到温情；从精湛的民间艺术中，领略匠心；从书法的流畅与绘

画的色彩里，体悟美的真谛。这些学习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知

识库，更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情感认同。在中职教学的课堂

上，教师总能将传统文化元素巧妙融入教学之中。中秋节那天，

带着学生们一起走进了一个关于月亮与团圆的神话世界。嫦娥

奔月的凄美、吴刚伐桂的坚韧，这些故事不仅激发了学生们的

好奇心，更让他们对中秋这个传统节日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情。

随后，当学生们亲手制作月饼时，那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

就化作了手中的面团和馅料，变成了一个个香甜的月饼。教师

还没有忽视传统文化的熏陶，精心布置班级环境，让学生们在

不经意间就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

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开始主动寻找和了解更多的传

统文化知识。教师运用这样的教育方式不仅有助于学生们的成

长和发展，更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让学生

学会了欣赏传统文化的美丽与智慧。

（二）创设课堂情境

在中职中，学生正处于心智成熟的关键时期，他们渴望通过

多种途径去接触和理解博大精神的传统文化。因此，教师设计了

一系列既具有教育意义又充满乐趣的教学活动。以《洛神赋》这

部作品为例，教师让学生们穿上精心准备的古装，扮演洛神出场

的场景时，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喜悦。在灯光的映衬下，他

们的衣摆随风飘动，仿佛真的化身为洛神，在仙境中翩翩起舞。

这一刻，学生们不仅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在心中种

下了对美的无限向往和追求。教师为了加深学生对《洛神赋》这

部作品的理解，还组织了一场朗读活动。教师提前让学生们预习

了作品中描写洛神的经典段落，并在洛神“出场”后，邀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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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大声朗读这些句子。学生们的声音清脆悦耳，充满了对洛神

的赞美和敬仰。这样的活动不仅锻炼了学生们的朗读能力和语言

表达能力，更让他们对古典诗词辞赋的韵味有了更深的体会和感

悟。同时，该教师同样注重将传统文化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中。

教师利用班级装饰的机会，将传统文化元素如中国结、剪纸作品

等巧妙地融入其中，为学生们营造了一个充满传统文化氛围的学

习环境。此外，教师还定期组织传统文化主题的班级活动，邀请

学生们一起参与，共同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样的活动不

仅丰富了学生们的课余生活，更让他们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了传

统文化的魅力。在该名教师的悉心引导下，学生们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日益浓厚。他们开始主动寻找和了解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

并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践行传统文化习俗。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促

进了学生们的全面发展，还领略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更让传

统文化在学生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三）作品赏析中渗透传统文化

在中职教育的生动实践中，教师们谈及中国传统美术作品，

说这是一份丰富的教育资源，既能点燃中职学生的兴趣之火，又

能引领他们深入探索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下是一个将中职教

育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例子，以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为案例的

具体教学实例，教师深知实践操作与直观体验对于中职学生的重

要性，所以，在一次融合美术与传统文化的课程中，教师精心挑

选了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作为教学媒介，期望通过这幅画，引

领学生们走进中国传统艺术的广阔天地。课程开始前，该教师细

致布置了教室环境，采用淡雅的蓝绿色调，营造出一种宁静致远

的氛围。教师还精心准备了《溪山行旅图》的高清复制品及一幅

简约的山水画挂轴，让学生们在踏入教室的瞬间，就能感受到浓

郁的艺术氛围。课程一开始，该教师首先向学生们介绍了《溪山

行旅图》的创作背景及其艺术价值，引导学生们展开想象，仿佛

自己正置身于画中，体验那份山间的清风拂面与溪水的潺潺流淌。

教师鼓励学生们细致观察画中的每一处细节，用心感受画家的情

感与意境。随后，该名教师借助多媒体设备，播放了一段关于中

国传统山水画的短片，使学生们对山水画的历史渊源、流派风格

及独特魅力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教师特别强调了写意画的精神

内核，即画中的山水虽非完全写实，却传达了画家对自然的无限

热爱与对生活的深切向往。教师为了学生们亲身体验中国传统艺

术的魅力，组织了一场“山水画创作”活动。教师鼓励学生们拿

起画笔，用颜料在画纸上自由挥洒，创作出自己心中的山水景象。

尽管学生们的笔触尚显生涩，但他们对美的追求与向往，却如同《溪

山行旅图》中的山水一般，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在关注学生们的

艺术创作的同时，该教师也细心照料着他们的身心需求，准备了

舒适的坐垫与茶水，让学生们在创作过程中得以适当休息与放松；

还关注着学生们的情绪变化，及时给予鼓励与安慰，确保每位学

生都能在活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与成就感。学生们通过这次

活动不仅对中国传统美术作品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还学会了如

何以独特的视角去发现美、以真挚的心灵去感受美。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活动中收获了成长的喜悦与成就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

热爱也在心中悄然生根。

（四）推动信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

在信息化浪潮与传统文化交融的新时代，中职艺术教育正经

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其中有一名中职学校美术专业的学生对中华

传统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与向往，但受限于学校资源，他难以亲

眼目睹那些珍贵的传统艺术作品。幸运的是，他的美术教师，一

位紧跟时代步伐的教育者，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对信息技术的

深刻理解，为学生们搭建了一个独特的在线学习平台。在这个平

台上，该教师精心搜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传统艺术作品，涵

盖绘画、雕塑、陶瓷等多个领域，并通过高清图片、3D 模型等形式，

将这些作品生动地呈现在学生眼前。该学生通过这个平台，仿佛

穿越时空，置身于一座宏大的艺术殿堂，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浏览、

欣赏和学习这些传统艺术作品，感受它们跨越千年的艺术魅力。

其中，一次关于传统雕塑的学习经历让该学生尤为难忘。由于条

件所限，学校无法展出完整的传统雕塑作品，但教师巧妙地运用

了虚拟现实（VR）技术，为学生们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雕塑欣赏

课堂。该学生戴上 VR 眼镜，瞬间被带入了一个充满历史韵味的

空间，他仿佛亲手触摸到了那些古老的雕塑，感受到了它们独特

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次学习经历不仅让该学生对传

统雕塑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更激发了他对传统文化创作的浓厚

兴趣。他开始尝试将传统元素融入自己的美术作品中，创作出了

一系列既具有现代感又不失传统韵味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学校内

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在市级美术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优异的

成绩。在教师和该学生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认识

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和魅力，他们通过现代化技术平台，不仅学到

了丰富的艺术知识，更培养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现代化

技术为中职艺术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它打破了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学生们能够更加方便地接触到传统文化资源，

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学习方式和创作空间。

三、结语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职美术教育，既是对传统艺术瑰宝的

接力传递，也是对学生文化素养和审美品位的精心培育。中职美

术教育应当持续深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积极探寻更多元、更深

入的融入方式，这不仅可以丰富美术教育的外延与内涵，还有力

于推动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为他们的职业生涯铺设了坚实

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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