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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总结了笔者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实训类课程教学中如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做出的相关研究；文章涉及到相关课程的教学案

例；文章对如何选择实训主题,主题如何与实训项目结合,如何保证学生作品的质量做了分析。文章是笔者对环境艺术专业实训类课程教学改革

的践行和总结。以此为同行提供相应的理论研究或教学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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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主题的选择 

1.1文化主题的选择-泛泛而谈,效果一般 

在课程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主题需明确。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宽

泛、丰富。在浩瀚的文化宝库里选取一个合适的主题如同在汪洋大海中挑

选一只贝壳,可谓琳琅满目,无从下手。如果只要求学生设计出具有传统文

化内涵的空间,学生很难落实到具体的点,并且在选取落脚点时浪费大量

时间。对于实训课程有限的课时量,更需要把时间花在设计创作中。在教

学中也做了很多次实验：选择过现代中式,发现学生的作品比较平淡,积极

性也不大。 

1.2文化主题的合理选择-体现创新性 

在教学中陆续尝试了神话故事、仰韶文化、青铜文化,以及地域性特

色强的主题-海派文化。发现一旦具体到某一个点上,教学效果就明显的不

一样了。 

 

图1  KTV前台区域--主题：盘古开天辟地学生狄嘉诚设计 

图1是一位学生在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里找到了灵感,作品将一

个洪荒时代的神话信息与现今社会的审美及功能结合在一起。运用现代设

计的形式语言,打造出了一个既有远古的神秘感又有现代审美的,能迎合

年轻群体审美趣味的KTV空间。 

图2是一个茶馆的庭院设计,学生发现仰韶文化的资料里有大量碎陶

片,于是将破碎的陶片运用到了景观设计中。历史沧桑感与现代空间结合

在了一起,妙趣横生。 

 

 

图2  茶馆庭院设计--仰韶文化主题学生郑丽君作品 

1.3文化主题的合理选择—关注学生的兴趣点 

在教学中发现以上提及的主题的实训效果较好,学生作品也多有获

奖。并且关键的是学生充满兴趣,有探索的激情。学生很愿意参与课程的

相关考察,在设计过程中也积极活跃。一个班40人,有15人的作品能做到有

特色的呈现,另外的学生也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展现。之前在泛泛的欧式、

或者中式的选题的教学实践中,40人的班级能有5人左右能设计出较有意

思的作品。多数的作品比较平庸。我们的实践证明一个令学生感兴趣主题

可以有效的促进他们的参与度和创作积极性,进而直接提升了班级整体的

教学效果。 

总之,合理的文化主题的选择至关重要,既能节约学生的时间,又能调

动学习积极性,设计作品又能与众不同。还有非常重要的是：通过经典文

化主题的实训教学,用经典文化滋养学生,起到文化育人的作用。
[1]
可谓一

举多得。 

1.4文化主题的合理选择-与实训课程有契合度 

1.4.1与公共空间设计实训课程结合 

“仰韶文化”主题在实训课程中,学生有选择饭店,酒吧、茶馆庭院等。

契合度很好。如果把这些主题放在居住空间实训课程中就很难契合。居住

空间更个人化,更适合舒适轻松的气氛。公共空间的包容度大,并且公共空

间需要彰显文化性。参与者能在这些文化主题中能找到一些共鸣或感受。

所以我们在筛选实训项目的时候会去搜集一些实际的公共空间项目,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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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出几个与该主题契合度较高的空间提供给学生,再让学生从这几个候

选中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其一来做实训设计。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学生的自主性。 

1.4.2与景观设计实训课程结合 

在景观设计实训课程中也有很好的契合点。如图2的庭院设计就是与

景观设计实训结合的作品。创作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出土的仰韶时期的

彩陶里有很多破碎的陶片,她对这些陶片有很大的兴趣,所以就以“破碎的

彩陶”为切入点,用异形的形式模拟破碎的彩陶,局部结合彩陶的图案,营

造了妙趣横生的茶馆庭院空间。茶馆是具有禅意且相对比较安静的空间,

恰与彩陶的朴素、厚重的感受很契合。这样一个古典的元素就放进了现代

空间,并且毫无违和感。 

1.4.3与毕业设计的结合 

这些主题也都尝试过融入毕业设计创作中。毕业设计阶段处在学生从

学校到社会过渡的临界点上,学生通过这些主题的设计和实际项目的调研

更加了解设计市场,不仅有利于帮助他们缓解就业前的恐慌,还可以帮助

他们更好的跟当地的设计市场接轨。 

2 传统文化主题运用到实训课的教学过程 

当我们选定了一个主题及一个实训项目,那么下一步就是如何将这些

主题运用到学生的作品中。作为教师需要引导他们提取文化的元素并能引

导他们一步一步与设计的功能结合起来,让设计既有文化的内涵又有相应

的功能,做到以人为本。 

2.1表象借鉴-传统图形的照搬 

文化的表象很容易被捕捉到,且容易被抄袭下来。比如彩陶上的一个

图形。学生很容易掉进照搬图案的误区,认为直接把这些图案作为墙纸或

者一个装饰图像贴在墙上或者地面等空间界面上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运用。

其实这些作品生硬感明显,并没有让人感觉文化的内涵。此外在实训中还

有很多学生为了迎合这个图案,以这个图案的形态作为功能区的划分依据,

而不是从设计的需要出发推敲出人性化和能满足空间需要的功能分区,这

违背了设计的根本诉求。在实训中可以运用一些图案,但要用的贴切。知网

上关于传统图案在相关教学中运用的论文也有数百篇,此处不详尽论述
[2]
。 

2.2本质的探索-文化特质的提取 

在教学中时刻要注意引导学生关注一个文化主题的本质,也就是精神

内涵的部分,我把它叫做“文化气质”,就如同一个人也有他的特殊气质一

样。比如仰韶文化的“气质”是：古老、神秘、质朴、厚重......青铜文

化的“气质”是：庄重、古典、神性......在课程之初要引导学生将这些

精神特质提炼出来,学生会迅速抓住事物的本质,将这些“文化气质”注入

到设计的方方面面,不会掉进一个生搬硬套典型图案的误区。像文章中提

到的图1、图2两个学生作品,作品给我们的是扑面而来的感受,设计者就是

抓到了这一主题的文化内涵,而不仅仅是眼睛看见的形式(图形、颜色等),

更是我们的心感受到的文化的内容和力量。我们只有将这些感受表现出来,

才能赋予我们的空间设计真正打动人的文化力量。 

3 方案表达独创性与完整性的把控 

3.1深入研究主题-找到切入点 

组织学生通过网络、图书馆等资料库搜索相关内容,学生可以搜索到

大量资料,他们把这些资料进行研究,筛选、讨论,并创作一些草图。找到

设计的切入点。实地考察也十分重要。比如做仰韶文化主题时,我们选择

博物馆等合适的展览,让学生实地观察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等出土文物,

学生能近距离的切身的感受到他们的特质。有助于他们深入理解这个主题

的文化内涵,而不仅是停留在浅表的知晓。作为位于上海的高校,我们在做

海派文化主题的时候,组织学生到上海石库门建筑群实地调研。他们在调

研过程中实地观察空间,收集第一手的资料,学生融入其中,体会很深。这

也有助于调动他们的激情和促进独创性的发展。 

3.2实地参观项目-从实际出发 

选择与课程接近的项目让学生实地观摩。比如利用校企合作的便利,

选择一些企业正在进行的项目去实地参观学习,跟企业的设计师和施工人

员面对面交流。切实了解空间的真实尺度感以及装饰材料等知识。这有助

于学生理解空间,在设计过程中更能切合实际,充分的考虑功能的需要,解

决实际问题。 

3.3分享讨论-相互促进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每次组织学生分享以后,都能实质的改善班级的

整体作品质量。因为通过分享学生之间会互相比较,能看到各自的长处和

短处,也能看到别人的进度。观察发现2/3的学生看了别人的分享后会反观

自己的作品,进一步改善自己的作品,有效提升课程的整体效果。 

3.4逐一辅导-保证设计的时效性 

学生的专业基础,研究精神以及抗挫能力参差不齐。有的学生碰到一

点障碍就很难推进,几个课时都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在设计过程中需要逐

一跟进,逐一辅导,及时关注到他们的状态,引导他们解除各种困惑和障

碍。保证设计的顺利推进,保证课程效果。学生也能从这个辅导的过程中

学习到很多积极的心态,收获到解决问题的能力。 

3.5设计过程和方案图纸的把控-保证作品质量 

从一个想法到图纸的呈现需要一个设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将想法反

复推敲并落实到实训项目的过程。再好的想法缺少了推敲的过程也很难成

立。所以教师对学生的设计过程的把控是保证作品质量的有效方式。首先

要指导学生制定合理的设计计划；其次要用引导他们用正确的设计方法来

完成设计；第三,要及时关注他们的设计图,设计图是设计的表现载体,直

接决定着设计者有没有把设计想法呈现出来。所以教师需要在设计过程中

对学生的设计图纸及时把关,才能有效的保证设计的整体质量。学生也从

中学习到如何将设计表现的完整和到位。 

总之笔者在相关教学的探索中关注课程内容的设计、课程结构设计、

教学过程等相关环节,积极探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实训课程的教学改革的

方法
[3]
。 

4 结论 

在环境艺术专业实训类课程的教学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主题融入到实

训课程,教学效果明显。但传统文化内容宽泛,主题的合理选择直接决定着

课程的推进和学生的兴趣度,进而直接关系到学习效果和课程的教学成

果；文化主题的精神内涵的提取尤为重要,只有把握该主题的文化内涵才

可能设计出有创意的作品；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设计过程的指导

也是作品质量的保证,直接关系到作品的独创性和完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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