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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化高职绘画基础课程思政

教学实践 
陈奋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省琼海市  571400) 

摘要：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思政建设成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高职绘画基础课程作为艺术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契合性。本研究基于当前高职院校绘画基础课程思政教学现状，探索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课程教学的有效途径。通过文化底蕴与艺术创作的融合、道德伦理与人格塑造的结合、创新思维与传统文化的碰
撞等方面，构建了系统的教学实践策略。研究表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绘画基础课程思政教学，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文化
素养、艺术修养和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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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背景下，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的
重要使命。高职院校绘画基础课程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中重要组
成部分，不仅承担着专业技能培养的任务，更肩负着文化传承
与价值引导的重要职责。但当前，高职绘画基础课程在思政教
学方面仍存在着教学内容单一、文化底蕴不足、价值引导缺乏
等问题。如何有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思政教学，实
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基于此，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职绘画基础课
程思政教学的契合点，构建科学有效的教学实践策略，旨在为
提升课程育人效果提供有益参考。 

一、高职绘画基础课程思政教学现状 
近年来，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全面推进，高职院校绘画基

础课程在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各院校积极探索将思
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有效途径，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教学
实践活动，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奠定了良好基础[1]。然而，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当前教学
内容偏重技法训练，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挖掘和融入不够深入。
另一方面，教师对学生价值观引导的系统性和针对性不足，思
政元素与专业教学的融合度较低。此外，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
的理念认识不够深入，在教学实践中往往停留在表层，难以实
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绘画基础课程育人功能的发挥。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职绘画基础课程思政教学的契
合点 

（一）文化底蕴与艺术创作的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职绘画基础课程思政教学在文化底

蕴与艺术创作融合方面有着天然的契合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传统文化积淀了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审美理念，为当代
绘画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2]。古代文人画强调“诗中
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追求意境
之美的独特品格。传统文化中的山水画讲究“外师造化，中得
心源”，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哲学思想；工笔重彩画追求
“凝重端庄”的艺术特色，展现了传统审美情趣；民间年画寄
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这些艺术形式背后蕴含的
文化精神，为高职绘画基础课程注入了丰富的人文内涵。通过
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学习和领悟，学生能够在笔墨技法中感受文
化精髓，在审美体验中汲取精神养分，从而实现艺术创作与文
化传承的有机统一。 

（二）道德伦理与人格塑造的结合 
中华文化历来强调道德伦理教化,提倡“德艺双馨”的人格

典范。在传统社会,艺术家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备受推崇。无

论是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勉的文天祥，
还是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咏梅自比的林逋，
他们不仅以高超艺术才华博得民心,更以高尚情操赢得世人敬
仰。这些艺术大家的事迹和精神,都能为当代学生的成长提供宝
贵借鉴。通过学习他们的人生故事,感悟他们艺术作品中蕴含的
道德理念,学生能够受到潜移默化地熏陶,逐步完善人格品质,树
立正确价值观。由此可见,道德伦理教育与艺术人格塑造在传统
文化语境下的有机结合,正契合了高职绘画基础课程思政教学
的育人旨归。 

（三）创新思维与传统文化的碰撞 
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融合创新成为必

然趋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其精
神内核可以与当代艺术创作产生深层次的对话。传统艺术中的
造型元素、色彩观念和构图法则，经过现代艺术家的创造性转
化，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为高职绘
画基础课程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通过鼓励学生在传统文化
的滋养下进行艺术探索，可以培养其创新思维能力，引导其在
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制，
而是在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进行艺
术再创造，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 

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化高职绘画基础课程思政教学
实践策略 

（一）课程内容创新 
1.融入传统文化元素 
要优化高职绘画基础课程的思政教学，首要任务是科学构

建传统文化元素的课程融入体系。这一体系应以传统文化主题
模块为基础，通过多元化的课程设置实现文化传承与技能培养
的有机统一[3]。一方面，教师可以开设中国画技法教学单元，系
统讲授勾、染、点、擦等传统绘画基本技法。以写意花鸟画教
学为例，教师在传授基础技法的同时，要重点引导学生领悟“一
花一世界”的艺术境界，感受传统绘画中寄情于物的审美特征。
在此基础上，设置传统工艺美术课程环节，如让学生在色彩训
练中融入青花瓷临摹与创作，通过对传统纹样的反复临摹，可
以使学生掌握传统装饰纹样的构图规律与色彩搭配技巧。另一
方面，教师可以围绕中华传统节日开展文化创作实践，如以端
午节为主题进行团扇装饰画创作，引导学生将传统节日元素与
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此外，教师还可以在素描课程中增设传
统文物写生单元，如组织学生对青铜器、陶瓷器等传统器物进
行写生训练，培养其对传统艺术的审美认知能力。 

2.经典作品解析 
在高职绘画基础课程教学中，对传统艺术经典作品的深入

解析是传承文化精髓的重要途径。为实现这一目标，教学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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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系统的作品解析体系，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传统艺术作品
的内涵与特色。在山水画教学环节中，以《富春山居图》为代
表性案例，教师可以从三个层面为学生展开系统解析：首先是
艺术技法层面，教师要重点分析其构图布局中的疏密关系、用
笔技法中的轻重变化、空间处理中的虚实转换等；其次是文化
内涵层面，教师可以结合元代的特定历史背景，引导学生理解
作品所蕴含的隐逸思想；最后是人文精神层面，师生可以共同
探讨作品所体现的文人画精神与艺术追求。在花鸟画教学中，
教师可选取《写生珍禽图》作为重点解析对象，通过对其严谨
写实手法与灵动写意表现的分析，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传统绘画
追求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对于人物画教学，则可以解析《清
明上河图》，教师应从人物形象的生动传神、场景布置的繁而不
乱、生活细节的精准把握等角度，引导学生全面理解这幅反映
北宋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在传统书画作品解析过程中，教师
还应注重引导学生了解艺术家的生平经历、创作心路和价值追
求，使艺术鉴赏真正成为提升文化素养的有效平台。 

（二）教学方法改革 
1.情境教学法 
在高职绘画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中，情境教学法的创新运

用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这一方法强调通过营造真实的
教学场景，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4]。以传统
山水画“三远法”的教学为例，教师可以运用数字媒体技术创
设完整的教学情境。首先，教师可以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展现传
统山水画中的空间层次，让学生直观感受“高远”“深远”“平
远”的空间表现效果。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通过 VR 技术带
领学生“漫步”于虚拟的山水画境中，体验不同视角下的空间
变化。学生通过亲身感受画中的空间层次，能够更深入地理解
“三远法”的艺术原理。接着，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看名家示
范视频，了解运用“三远法”进行创作的具体步骤和技法要领。
在学生实践环节，教师还可以通过多媒体设备即时展示学生的
创作过程，并组织全班讨论，共同分析作品中“三远法”的运
用效果。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情境教学，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准确
把握传统山水画的空间处理方法，更能激发其对传统绘画艺术
的学习兴趣。 

2.项目式学习 
在高职绘画基础课程中，项目式学习是传承传统文化、培

养实践能力的有效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模式通过精心设计的实
践项目，引导学生在具体创作中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例如，
围绕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教师就可以以“四季主题创作”为
主题开展项目式教学，通过系统化的教学设计实现传统文化与
艺术创作的有机融合。具体实施中，首先由教师引导学生系统
学习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内涵，了解不同节气蕴含的自然规律、
农事活动和民俗文化。然后，教师可以将学生分为四个创作小
组，每组负责一个季节的主题创作。春季组学生可以围绕立春、
惊蛰、清明等节气进行创作，表现万物复苏的生机；夏季组可
以基于夏至、小暑、大暑等节气特征，展现盛夏的生命力；秋
季组则可描绘秋分、寒露、霜降等节气的意境，呈现丰收的喜
悦；冬季组可以刻画大雪、冬至、小寒等节气的景象，展现冬
日的静谧之美。在创作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运用多样
化的艺术表现手法，鼓励其将传统绘画技法与现代艺术元素相
结合，创作出既有传统韵味又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通过这种
系统的项目设计与实施，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创
新能力，更能让他们在艺术实践中深入理解和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的时序之美。 

（三）思政元素强化 
1.价值观引导 
在高职绘画基础课程的思政教学中，价值观引导是实现立

德树人目标的核心环节。这一环节需要教师将传统文化精神与
当代价值观念有机结合，通过艺术教学培育学生的价值认同[5]。
在具体实践中，教师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开展引导：一是生态文
明观念的培育，教师可以通过解读传统山水画中“天人合一”
的思想内涵，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如在分析范宽
《溪山行旅图》时，教师可以从构图布局、笔墨技法等方面入
手，深入解读画作中渺小的行旅与雄伟山水和谐统一的意境，
启发学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深远
意义。二是工匠精神的传承，如在工笔画教学中，教师可以通
过解读传统画家的创作态度，帮助学生理解精益求精的价值。
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展示传统工笔画创作过程，让学生感受画
家在设色、勾线等环节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引导其践行新时
代工匠精神。此外，教师还可以结合传统绘画中的廉政文化元
素，如梅兰竹菊的高洁品格，培养学生正直清廉的价值追求，
使价值观教育自然融入艺术教学过程。 

2.社会责任教育 
除了价值观引导外，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同样是高职绘

画基础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的实现需要教师通
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在具体行动中树立责任
意识。为此，教师可以通过开设专题讲座，系统讲解文化遗产
保护的基本理论、文物保护法规以及艺术传承的社会价值，帮
助学生建立文化保护的理论认知。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带领
学生参与地方文物古迹的测绘与记录工作，将课堂教学延伸至
社会实践。在实践过程中，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对文物建筑进行
实地考察，了解其历史渊源和艺术价值。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
运用写生技法，对建筑特征和装饰纹样进行细致描绘。最后，
教师要组织学生整理考察资料，形成完整的文物记录档案。在
这一过程中，教师要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态度，要求其准
确把握建筑的结构特征，真实记录文物的保护现状，细致描绘
建筑细节，通过严谨的工作作风培养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
通过亲身参与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提升专业能力，
更能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培养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实现自身
价值的升华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涵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沃土。新时代高职艺术教育要主动担负文化传
承使命,充分发掘传统艺术中蕴藏的育人元素,在课程思政建设
中做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高职院校应以开阔的文化
视野、创新的思维方式探索“传统文化+课程思政”的育人路径,
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引领学生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汲取
智慧营养,在专业学习与人格塑造的交融中成长成才,在民族复
兴的洪流中彰显青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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