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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美育建设中对武汉码头文化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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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的武汉码头承载着武汉城市发展的记忆与情感。武汉码头的

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城市美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关注。本文探究武汉码头的特色和在城

市中的定位和城市美育的内涵和重要性，并着重对城市美育和码头文化的融合进行分析和研究，

来为码头文化如何发展了城市美育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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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物资流通重要通道的武汉码头地理位置毗邻长江

并连接华中地区与全国各地。包括船舶、铁路和公路等的多

元化运输方式让武汉码头成为黄金交汇点来为各个行业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武汉码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

建筑风格。码头建筑以古典、现代相结合的形式为特色来展

现湖北地区的文化底蕴。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碰

撞并体验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武汉码头还拥有丰富的旅游

资源。武汉码头作为一个集装箱集散中心承载着武汉市经济

发展的重要使命，为整个湖北地区的物流运输提供了便利并

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武汉码头在文化传承方面秉

承着历史沿革与独特风貌并通过展览、文物保护、考古研究

等形式将过去的荣耀与辉煌传承下来。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

将码头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来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有趣

并深受年轻一代的喜爱。保留传统元素并融入了当代艺术与

创意产业的武汉码头在文化创新方面通过举办艺术展览、演

出、音乐节等活动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文化底蕴并与当

地社区、学校、艺术机构等合作共同探索创新的方式来促进

文化交流与互动和为城市居民创造更丰富的艺术体验。武汉

码头在城市美育建设中文化传承与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武汉码头通过传承历史文化让人们了解并珍视自己的

城市记忆并通过创新发展来为城市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1武汉码头文化概述

1.1武汉码头文化的历史发展

作为中国三大重要码头之一的武汉码头文化的历史发

展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其充满了历史的风采和独特的魅力。

武汉码头最初是清朝政府于 19世纪初建立，主要用于接收

和发运商品。武汉码头随着河流交通的便利以及工商业的发

展逐渐壮大并成为了长江中游地区的重要物流中心。武汉在

码头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貌。

码头上川流不息的船只、繁忙的码头工人、丰富多样的商品

以及码头上的商贩、艺人和舟车人等给武汉带来了繁荣和活

力并成为了武汉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武汉码头文化

在人文艺术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船上的歌舞演出、

码头上的曲艺表演以及码头边的纷繁热闹的市井生活展示

出武汉人民对艺术和娱乐的热爱和追求。武汉码头文化武汉

人民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不断弘扬和传承让

码头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让世人共同分享这段历史的

精彩。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的码头文化，

也让我们对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有更深的认识和体验。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50

1.2码头文化在当代武汉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

码头文化见证了武汉的港口城市历史。武汉作为长江和

汉江的交汇处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重要的交通枢纽的角色。

码头文化通过丰富的海洋文化和商贸活动来让武汉成为了

一个繁华的商贸中心。码头文化为武汉注入了独特的城市氛

围。夜晚的江边灯光和码头上的船只给城市增添了浪漫的色

彩并成为了武汉市民的重要精神符号，从而激发居民对城市

的归属感与自豪感。码头文化在城市旅游业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许多游客慕名来世界著名的长江大桥、汉口闸、黄鹤

楼等著名景点感受武汉独特的码头文化氛围。这促进了城市

经济的繁荣并让码头文化成为武汉重要的软实力与品牌[2]。

码头文化为武汉市民提供了丰富的休闲娱乐场所。许多码头

随着城市的发展被改造成了现代化的旅游景点和娱乐区域

并吸引了许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光和休闲，对提升市民的生

活质量和塑造城市形象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城市美育建设建设概述

2.1城市美育的内涵

城市美育是指通过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公共艺术等手

段来提升城市居民的审美素养和文化品味并提供艺术与文

化的享受与参与机会来让城市成为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宜

居、宜游、宜学的空间。城市美育可以丰富居民的精神生活、

提高人们对美的感知能力以及培养审美情趣来促进心灵的

滋养和文化的积淀。城市美育有利于增强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和提升城市的形象和竞争力。一个富有艺术文化氛围的城市

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资者并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文化娱乐

和创造性的工作机会。城市美育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公共艺

术作品的存在可以凝聚居民的共识和认同感、改善社区居民

的居住环境、增强社会凝聚力以及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2.2城市美育建设的现状和挑战

大城市通常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来让美育项目更加

完善而一些小城市或者农村地区往往因为资源匮乏而无法

进行有效的美育建设，这种不均衡现象造成了美育资源的浪

费和社会不公平。城市美育建设面临着人才短缺的问题。美

育教育需要专业的教师和艺术家来进行指导和推动。而目前

很多地方缺乏专业的美育人才，缺乏人才就很难培养出优秀

的艺术人才来传承本地的文化。城市美育建设还面临着资金

不足和管理不规范的挑战，美育项目需要包括设备、场地、

教材等大量的资金投入，很多地方美育项目由于财政压力很

难得到充分支持。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也会导致美育

资源的浪费和滥用。

3码头文化与城市美育建设的融合

3.1码头文化在城市美育建设中的应用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具有一定的文化积淀的港口

来承载城市的发展和历史。通过挖掘和展示码头文化可以展

示城市的历史底蕴和独特性并塑造城市的品牌形象。可以在

码头地区可以设置艺术街区、艺术展览等艺术活动来吸引艺

术家和文化爱好者前来交流和欣赏来丰富城市的艺术氛围，

这样可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品味和激发居民的创造力和艺术

欣赏能力。还可以设置休闲娱乐设施和绿化景观和开展如户

外音乐会、健身活动等各类体育运动和文化活动来让居民能

够在欣赏文化的同时享受到身心的放松和快乐，以此促进城

市居民的身心健康。码头文化可以带动如旅游、餐饮、商贸

等周边产业的繁荣来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通过开发码头文

化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资者来推动城市经济的增长并

带动就业机会的增加。

3.2码头文化丰富城市美育的内容和形式的途径

码头文化可通过举办艺术展览、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动来

推动艺术的普及和传承。码头区域可以建立艺术家工作室和

艺术创作基地来给予艺术家们展示作品和交流的空间并举

办各类艺术展览和演出来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其中和提高艺

术欣赏和鉴赏能力[3]。还可以在码头区域可以举办音乐节、

电影节、戏剧节等大型文化活动来为市民带来丰富多样的文

化体验和视觉盛宴。组织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开展各类艺

术培训和教育活动来提高市民的审美素养和艺术修养。在码

头沿线设置艺术装置、雕塑等公共艺术品来营造出具有浓厚

文化氛围的城市空间，将码头区域打造成集艺术、娱乐、商

业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来吸引更多创意人才和文化

机构入驻并促进城市的美育发展，这些都体现了码头文化与

城市环境的美化和规划相结合来塑造出独特的城市景观和

提升城市的美育形式。

4码头文化与城市美育融合的实践与成效

丰富与多样化的码头文化为城市美育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和灵感。艺术节作为码头文化和城市美育融合的实践例子，

让我们感受到了艺术和美，并激发人们对美的感知和审美能

力，同时提高城市居民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通过在码头

地区举办各类艺术文化节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学习、体

验和交流的平台，来促进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打开创意

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之门并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可以有效推动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结合。我们通过这

样一种娱乐活动、一种教育、一个启发人们思考的平台的艺

术节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触、了解和欣赏艺术并培养人们的审

美意识和艺术修养，同时加强城市居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通过艺术节可以吸引更多

的游客和观众、增加城市旅游收入以及推动如酒店、餐饮、

零售等服务业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兴盛，可以为城市的经济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码头文化

与城市美育的融合实践逐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通过丰

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和美育教育的相互促进能够创造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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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而充满活力的城市文化环境来推动城市发展与文化传

承的融合，并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5码头文化与城市美育融合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5.1码头文化与城市美育融合的问题

码头文化与城市美育融合面临缺乏多元化的文化表现

形式和互动交流平台的问题。传统的码头文化只注重展示历

史和艺术的一面而缺乏对当代艺术和多元文化的包容和表

达。许多码头文化项目在市场化的影响下追求商业利益而导

致艺术内涵被削弱。

5.2码头文化与城市美育融合的解决方案

在码头地区建设包括美术馆、剧院、文化中心等多个文

化艺术场所来提供如展览、演出、工作坊等多样化的文化艺

术表现形式来吸引更多不同群体的参与。开展跨界合作将传

统码头文化与当代艺术、科技等领域相结合来打造创新的文

化体验项目。如将码头建筑与现代艺术相结合来创造出独特

的艺术空间并利用科技手段让市民参与进来，打造互动体验

项目以增强文化与城市的融合感。引入社区参与的理念和机

制来鼓励市民参与码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可以开展社区艺

术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参与策划活动等来增加市民对码头文

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制定相关规范和管理机制来确保码头

文化项目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避免过度商业化、保护文化

内涵和历史传承并鼓励创新和发展。加强与其他城市、国内

外文化艺术机构的合作并进行交流与合作来引进世界一流

的艺术力量和项目和提升码头文化的品质和国际影响力。上

述措施可以让码头文化与城市美育的融合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并让码头地区成为文化艺术的繁荣之地，为城市创造更美

好的生活环境。

6结束语

在本文的探讨中得出码头文化和城市美育作为两个紧

密联系的概念通过实践可以融合在一起发挥作用。本文为现

实中两者在融合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

来应对。码头文化与城市美育融合发展对于城市的发展非常

重要。通过充分发挥码头文化的潜力来与城市美育相结合可

以为城市带来更多的历史与文化底蕴，促进经济发展，增强

社区凝聚力和居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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