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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设计是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提升教学质量和效率，需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开阔学生的视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各类本土文化艺术饱含丰富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元素，将这些元素与艺术

设计教学紧密结合，能够显著增强教学效果。该文阐述乡村振兴文化元素与艺术设计教学融合的关键作用，从创新意识培养、

教学内容架构、教学实践等多个维度深入研究将乡村振兴主题恰当融入艺术设计课程教学的策略，期望通过此类教学探索实

践，推动艺术设计教学坚守和弘扬乡村传统文化，促进艺术设计教学在乡村振兴相关领域的深度拓展与持续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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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 and design is a highly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In teaching activities, if teachers want to substan-

tially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y need to adopt targeted methods to stimulate students'innovative thinking and 

broaden their knowledge horizon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various local cultural and artistic elements are rich in 

regional culture and humanistic spirit. Combining these elements closely with art and design teaching will significantly enhanc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lucidating the key role of integrating cultural el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art and design teaching.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wareness, teaching content structure, to teaching 

practice, in-depth research is conducted on how to appropriately integrate the them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o the teaching strat-

egies of art and design courses. We hope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this type of teaching, promote the adherence and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 in 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and strive to promote the deep expansion and continuous innovative devel-

opment of art and design teaching in the fiel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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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现代设计教学中的潜在价值与作用，有力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

1 教学的三维实践 ：文化内涵赋予、实践范围
延展与多方协同互动

在艺术设计课程的教学探索中，教师应创造性

地融入乡村振兴文化，引导学生确立服务乡村、振兴

家园的志向 [2]。这一过程强调传承和发扬乡村振兴

的精神内核，强化学生的乡土情感和家国情怀，是在

新时代背景下通过艺术教育培养新型乡村建设者的

重要课题。

1.1 融入乡村振兴文化内涵，激发艺术设计课程活力

深入挖掘乡村文化遗产，将乡村振兴中的鲜活

故事、典型事迹、地方民谣、民间艺术等资源融入艺

在高等艺术教育中，艺术设计教育对接乡村振

兴战略，对培育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设计能力尤为关

键。传统教学模式过于侧重理论传授，易忽略学生

个性化需求及乡村建设所需多元设计技能的培养。

为此，结合乡村振兴实践进行艺术设计教学改革，有

助于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从而培养适应现

代社会，尤其是契合乡村创新发展需求的艺术设计

人才 [1]。故而，深入探究艺术设计课程与乡村振兴

实践有机结合的策略势在必行，以充分发挥传统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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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设计课程，赋予其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设计理念与

表现形式 [3]。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诠释乡村文化

的独特基因，强化学生对乡村人文价值的理解；充

分挖掘和利用各地标志性的“乡村振兴地标”文化

元素，赋予其艺术生命力，创新教学手段，让艺术设

计课程更具互动性和趣味性，使乡村振兴的文化底

蕴与精神内核在课程中生动展现。

1.2 实践对接乡村振兴，体现艺术设计课程的实践性

扩展乡村文化体验空间，将艺术设计课程从教

室延伸至田野乡间，把校园课堂与社会实践紧密结

合，带领学生走进农业博物馆、乡村非遗展示馆、古

村落保护地等乡村振兴实践基地。通过丰富多彩的

实地考察、直观多样的体验，将乡村振兴的实践案例

融入艺术设计教学，让学生在“亲身观察、真实感知、

实景体验”中深化对乡村文化的理解。在深度体验

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深入了解乡村振兴的重要性。

1.3 联动多维资源，在艺术设计课程中深入融合乡

村振兴文化

持续创新并丰富乡村振兴文化资源的开发主

体，确保艺术设计课程与其他学科课程及思政教育

方向一致，共同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育人环境 [4]。

在学校管理层面，建立协调推进的机制，形成全员关

注、全员参与的良好氛围。在教学实践方面，建立跨

学科融合研究机制，鼓励不同学科教师协同合作，将

艺术设计课程与各学科知识相融合，使全体教师都

参与乡村振兴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校外实践

环节，积极引入社会多元力量，如合作社、手工坊、企

事业单位等多方主体，在产教融合、校企联合、实践

基地建设等活动中，充分发挥各方主体的积极性与

创造性，共同促进乡村振兴文化在艺术设计课程中

的深度融入与生动展现。

2 乡村振兴元素与艺术设计教学融合的重要性
2.1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乡村振兴的多元文化与传统技艺需要创新展

示，艺术设计教学在此过程中具有催化作用。从选

取乡村文化元素到材料再利用，再到设计概念提炼、

作品创作与方案实施，都可以进行创新。如在艺术

设计课程中引入乡村建筑、传统工艺与民俗图案，运

用多样设计手法创新演绎，搭建创新平台。融合乡

村振兴元素，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创新

能力，让他们在理解和重构乡村文化中不断提升创

新意识 [5]。

2.2 拓宽学生文化视野

艺术设计是文化的显现形式与承载工具 [6]。艺

术设计教学融合乡村文化，展现了教育的时代责任

感。乡村振兴富含深厚的时代理念和人文精神，是

传统文化创新表达的生动体现。深度结合乡村振兴

内容，不仅能教授学生实用的设计技术和知识，更能

拓展其知识体系，深化其对乡村文化的理解，这对学

生的全面发展起到关键支撑作用。

2.3 提升学生专业素养

乡村振兴实践集实践性与创新性于一体，需要参

与者具备耐心、应变力和毅力 [7]。将乡村振兴实践融

入艺术设计教学，让学生应对各种复杂情况，锻炼适

应能力、解决问题的决心以及坚韧品质，有助于其形

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我调节能力、坚持不懈的职

业精神，为未来参与乡村振兴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2.4 提升教学质量

乡村振兴主题丰富多元、生动具象。将乡村振

兴元素融入艺术设计教学，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和主观能动性，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8]。此

外，通过实地调研、案例分析等方式，艺术设计教学

更具直观性，有助于学生掌握多学科知识与技能。

团队协作和研讨交流促进了学生间的沟通互动，提

升了学生的学习乐趣，降低了学生理解理论的难度，

有力推动了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整体提升。

3 乡村振兴元素与艺术设计教学融合的策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艺术设计虽与传统艺术设计

存在诸多差异，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

因此，科学合理地将乡村振兴元素融入艺术设计教

学，有助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9]。在艺术设计课程

教学中，关键点是结合乡村振兴实践案例、地域文化

特色及产业变革需求，引导学生运用现代设计手法

解读乡村文化，并结合实际创新设计，以全面提升学

生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创新能力。

3.1 以实践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现代教育

体系中，以乡村为题材的艺术设计课程具有重要地

位，其培养擅长乡村设计的专业人才，通过乡村项目

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锻炼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

力以及综合素质，兼顾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生个人兴

趣、特点进行灵活调整与创新尝试 [10]。在艺术设计

课程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运用多种设计手法参与

乡村振兴项目的设计与实践，也可以鼓励学生运用

统一的设计方法，根据各自的理念或设想进行差异

化创作，以达到有效提升学生创新意识的目标。

3.2 课程内容紧贴需求，重视实践创新

应构建融合乡村振兴与艺术设计的综合课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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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确保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提升实践创新能

力 [11]。通过精心设计不同类型的教学模块，使其互

为补充，有助于学生在掌握乡村振兴理论知识的基

础上逐步提升实践创新能力 [12]。教师应以课程基

础知识为主导，适度拓展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满足其基本学习需求，稳步提升其基

础知识水平，有针对性地开展实践性强的教学活动，

将理论知识融入乡村振兴设计实践中，确保学生能

够熟练运用所学知识，不断提升其艺术设计能力。

3.3 通过乡村振兴项目实践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与

能力

通过乡村振兴项目的实践教学，强化学生艺术

设计技能与专业素养 [13]。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设

计者和主导者，其自身的教学风格、思维模式、课程

内容编排及教学方法选择等都将直接影响实践教学

的效果 [14]。邀请兼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专家参与教

学，设计富有探索性和实验性的项目，营造浓厚的教

学氛围，能够引导学生多维度理解艺术设计与乡村

振兴的关系，培养高素质艺术设计人才。

可将乡村振兴与艺术设计教学融合课程分为理

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核心部分，总共 48 学时，分

4 个阶段进行，每周平均 12 学时。

第一阶段（12 学时）：教师带领学生赴乡村实践，

开设沉浸式课堂，涵盖乡村振兴的历史、规划、技术，

鼓励学生研讨创新，增强对理论的理解，挖掘乡村振

兴价值。第二阶段（24 学时）：聚焦实践操作，学生

设计乡村振兴项目，接触乡村资源，提升实践、设计

与创新能力。教师指导项目设计与实施，运用乡村

特色手法创作，激发对乡村振兴的兴趣，深化对乡村

艺术设计的理解。第三阶段（6 学时）：集中开展实

践创新，指导学生在既有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改

良，以提升整体设计能力。让学生解读自己作品的

设计理念、文化内涵、材料手法及创新点，加强对乡

村振兴设计特性的把握，形成创新意识与专业素养。

第四阶段（6 学时）：自主创作，着重培养学生乡村

振兴设计能力。依据学生个体差异，采用开放教学

模式，鼓励学生自主选题，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与实践经验，积极参与个性化创作，强

化知识和技能，激发创新想象力，提升设计水平。

4 结束语
本文深入研究了乡村振兴与艺术设计教学融合

的策略，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提

倡合理有效地将乡村振兴元素融入艺术设计教学实

践，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增强教学效果，使学生

加强对乡村文化的理解，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和社会

责任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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