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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美术教育中国画专业如何汲取地方文化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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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画作为中国美术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在高等院校的美术专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集中体现了中

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而且深深植根于各地的地方文化之中。中国各地区文化的多样性为中国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便于

艺术家将地方的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作品之中，使中国画突破视觉艺术形式的局限，真正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探讨高校

中国画教育如何有效吸纳并展现这些地方文化的精髓，对于促进学生的艺术修养和文化认同感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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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文化对提升中国画专业教育品质的影响

地方文化对提升高校美术教育中国画专业的教育

品质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丰富教学内容，推动中国画教育的多元化

发展。地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

地域特色和人文风情，可以为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源和素

材，使教学内容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如江南地区的水

乡文化、园林建造等，可以让学生更容易理解中国画的

水墨表达和意境。同样，中国各地区的民族文化和民间

艺术，也为中国画教育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符号与独特

视角，如民族服饰、民间习俗、地方戏曲、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等。通过对地方文化的学习了解，可以丰富中国

画的内涵拓展中国画的外延，增强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

解和尊重，提升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第二，提高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地

方文化往往与当地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学生通过参与

地方文化的活动和实践，可以锻炼自己的艺术实践能力

提高综合素质。这种实践能力对艺术专业的学生来说尤

为重要，有助于学生们在艺术创作中更好地把握生活中

的细节和情感。

第三，有助于促进地方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创

新。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融合汇聚，成就了中国文化的

博大精深，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很多地方文化面临传承

的困境，但随着高校美术教育对地方文化精华的汲取，

地方文化和高校美术教育都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活力。高

校的中国画专业院系可以通过与地方文化机构、艺术团

体、非遗传承人等合作，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与艺

术展览活动，推动地方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创新。

二、高校中国画专业与地方文化融合的实践策略

1. 地方文化项目的调研与策划

首先，精心挑选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

地方文化项目。老师应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实地考察，深

入了解项目的背景文化，把握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并与

当地文化传承人交流，以获取一手资料和真实的感受。

师生们还应积极参与地方文化活动，与当地社会互动交

流，如文化艺术节、民间民俗活动等，更深入了解地方

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同时也为自己的中国画创作收集素

材、提供灵感。

此外，在组织学生进行地方文化项目调研之前，

教师需要充分准备，制定详细的调研计划与行程安排、

进行相关的文化背景研究、对学生进行前期培训，介绍

地方文化的基本知识和研究方法。例如，在参与某个地

区的传统节庆项目之前，教师需要向学生介绍该地区的

历史背景、节庆的起源和文化意义，民间活动的禁忌等

等，以便于及时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理解。教师

要鼓励学生积极互动、主动探索，并指导学生做好记录

和总结工作。

2. 将地方文化融入中国画专业教学与创作

（1）发掘地方文化元素，引入地方文化题材。地

方文化是中国画创作的宝贵资源。在选择中国画创作题

材时，可以考虑引入地方文化题材，例如，以当地的历

史事件、人文故事、自然景观、民俗活动等为创作主题，

并积极发觉地方文化元素，如建筑风格、服饰特点、民

间工艺等，将其融入到中国画创作中，这样既能突出地

方特色，又能丰富画面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引

导学生如何发掘与提炼地方文化符号并与中国画创作相

结合。以江南地区为例，徽派建筑、苏州园林、水乡古

镇、苏绣、蓝布印染等都是中国画创作很好的素材，再

引　言 ：
中国画的艺术价值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与表现手法，这些特质使其在高等艺术教育中始终占有重

要一席。随着艺术教育的改革和深入发展，地方文化特色日益受到重视，高校美术教育中国画专业也开始思考如

何将这些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精髓融入教学和创作之中。地方文化不仅能为中国画创作提供丰富的题材和内容，

为学生带来学习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视角，还能为地方文化的传承保护提供助力。因此，高校中国画教育的

发展策略应着重考虑如何有效地整合这些地方文化元素，以拓宽学生的艺术视野，增强其文化自觉和创作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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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徽派建筑的造型与色彩之美、苏州园林的空间与意境

之美，昆曲的动态与服饰之美等等都具有很强的文化象

征意义，需要教师对学生进行耐心的讲解与指导。

（2）创新地方文化表达。中国画专业应尝试创新

地方文化表达方式，可借鉴其他艺术形式的优点，运用

现代技术手段，如数字绘画、动态绘画、文化创意产品

等，将传统中国画与现代艺术相结合，使地方文化的表

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教师

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鼓励他们发挥想象力和创

造力，勇于突破传统框架的限制，创造出既有传统底蕴

又有地域文化特色、符合当代审美的中国画作品。

（3）中国画专业可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开展跨学

科合作，设计多样化的课程内容并引入地方艺术元素。

地方艺术元素是中国画创作的重要素材，包括地方戏剧、

音乐、舞蹈、民间手工艺等。中国画专业应提炼这些艺

术元素，并引导学生将其应用到中国画创作中。跨学科

的合作与创新是推动中国画与地方文化特色结合的重要

途径。中国画专业可与当地的文化机构、博物馆、非遗

传承人等合作，共同开展课程、展览、研究等活动。通

过跨学科合作，可以拓展学生视野，激发创新思维，促

进中国画与地方文化的深度融合。

3. 中国画与地方文化推广

艺术是文化的使者和桥梁，从古至今它一直肩负

着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使命。龟兹壁画、敦煌壁画默默诉

说着丝绸之路的历史兴衰，又承接着现代工笔重彩的开

端；“岁寒三友”“四君子”画体现了中华文人的风骨；

高校美术教育中国画专业汲取地方文化精华，师生们广

泛参与到具体的文化项目中，这些项目可能包括对传统

民间艺术的学习、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整理或是对地方

民俗活动的记录，事实上都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地方文

化的深入理解与保护，并利用艺术这种令人尊重与喜爱

的形式促进其传播。

中国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数千年的悠

久历史、广大的群众基础使中国画专业在推广地方文化

方面有着独特意义与积极作用。首先，中国画专业能够

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通过艺术升华，

令地方文化的特色和内涵以更美好的形态呈现，激发人

们对地方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其次，中国画专业通过跨

学科合作，利用艺术交流、展览、多媒体运用等形式，

将地方文化推向更广泛的受众，促进地方文化的传播和

交流，增强大众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和地方文化自信。例

如师生们可以将在考察调研过程中收集的资料与创作的

中国画作品进行汇总，编制成专题展览或出版物，以此

向更广泛的观众展示地方文化的魅力。此外，中国画专

业还可以结合现代技术和创意产业，创新发展地方文化，

推动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

结束语：

高校美术教育中国画专业汲取地方文化精华是一

个双向交互的过程，地方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

它包含了一个地区的传统、习俗、艺术和生活方式，不

仅为高校美术教育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还可以为促进

创新思维、提升实践能力、强化美术素养、培养文化认

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高校美术教育中国画专业要深入

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理解地方文化的精髓，并将其合理

自然地融入教学和创作之中，创造出既有传统韵味又不

失时代感的艺术作品，从而推动中国画艺术的发展与创

新。这一过程要求教育者、学习者和地方文化工作者共

同努力，既使得中国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得以更好地传

承和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地方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在未

来，我们应该继续推动中国画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为彼

此注入新的创意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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