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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

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要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高校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广博吸

收，实现美术教育多元化已是发展趋势。西昌学院

作为凉山地区唯一一所全日制高等本科院校，一直

以来，为凉山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科技、教育等

方面的综合性实用人才，为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做

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最大的特色成果就是将教育与

当地资源优势有机的融合。生活在凉山这块神秘

土地上的彝族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

的以岩画、漆画、毕摩绘画，传统服饰、漆器、银饰、

民间建筑等为代表的彝族民间传统美术，充分体现

了凉山彝族风土人情、社会发展和民族智慧，它们

赋予了高校美术教学太多需要汲取的营养。当前，

凉山正处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民族艺术面临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将彝族民间美术纳入学院艺

术教育，必将为师生打开丰富多彩的文化视野，进

一步增强学院办学特色，提升教育水平，传承和弘

扬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为民族地区文化大繁

荣、大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彝族民间美术融入西昌学院美术教育的重
要意义
1.1 是实现民族艺术历史传承的有效途径

民间美术具有艺术审美和文化传承的价值，是

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形象大使[1]。凉山彝族民间美术

发展由于缺乏系统的传承体系，发展相对滞后，部

分艺术样式濒临流失，服饰、漆器等艺术成果成为

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作为凉山地区唯

一一所高校，传播特色文化义不容辞，肩负着文化

遗产传承、创新、发展的历史使命和职责。将彝族

民间艺术纳入美术教育，通过系统的学习和掌握，

可以进一步强化民族民间美术内涵，使青年一代在

学习美术知识和本领的同时，不断增强对地域文

化、传统文化的认识，为弘扬和传承民族特色文化

起着重要作用。

1.2 是繁荣文化市场，实现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效手

段

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应用型的综合人

才，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文化艺术作为经济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地位和作用无法替代，凉山

要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文化必须走在前面，必须

提高美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将

彝族民间美术融入高校美术教育，通过深入研究和

挖掘凉山彝族美术传统工艺，必将拓展彝族传统工

艺美术与现代工艺在应用方式和途径上的有效结

合，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1.3 是实现高校特色办学的有效方法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高校建设需探索出适

合自身规律的发展道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

充分利用当地优秀的文化资源，以实现办学的地域

特色。西昌学院地处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无殷实投

入，更应找准自己的位置，选择发展路径，科学合理

定位，突出自己的优势和特色[2]。而凉山是全国最大

的彝族聚居区，丰富多彩的彝族民间美术成为了重

要的和别人无法拥有的资源，也为促进美术教学提

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必须充分予以吸收和展示。

1.4 是实现师生人生理想的有效载体

凉山彝族民间美术丰富多彩，为高校师生提供

了丰富的学习内容和艺术创作的素材与灵感，通过

对民族民间美术特征与生产、生活、民俗所产生联

系等方面的研究，可以实现多种美术形式、工艺特

色与各美术专业知识的融合，使学生在艺术创作中

融入民族文化，培养学生运用民间美术元素进行艺

术创作设计的能力[3]，在借鉴、传承与发扬中成就师

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和文化素质，为实现理想抱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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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坚实基础。

2 彝族民间美术融入西昌学院美术教育的现
状

西昌学院美术教育比较重视彝族文化的借鉴

和应用。对彝族美术文化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方面：一是在美术教学中将彝族民间传统服饰、

生活用品等作为写生道具，在课堂上营造一定的民

族文化氛围，让学生了解彝族民间文化，启发学生

进行艺术创造。二是在户外写生中，深入凉山彝族

聚居区，了解彝族民间文化，进行艺术写生和创

作。三是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将彝族民间图案融入

《图案设计》教学和装饰画设计，以丰富装饰画意境

和效果。四是在社会实践中，美术教师带领学生参

与凉山州各县市的经济文化建设，创作大批具有彝

族特色的雕塑、壁画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和

发展了彝族民间文化。与此同时，西昌学院美术教

育加大了对彝族民间美术的学习和研究，在2010级

广告学专业中开设了《彝族民间工艺美术鉴赏》、

《彝族民间图案》课程，初步把彝族民间美术带入学

院美术教育课堂。应该说，通过努力，彝族民间美

术在西昌学院美术教育的融入已处于起步阶段，要

使成果进一步巩固并使之发挥效益，还需要进一步

强化。首先，在教学理念上应进一步重视彝族民间

美术在高校美术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将其列为一门

重要的学科，巩固其教育作用；其次，要制定相应的

专业发展方向，系统的课程设置方案、研究相应的

教学方法等，使彝族民间美术真正有系统、有步骤、

有条理的融入在学院美术教育中，充分发挥其具备

的应用价值。

3 西昌学院美术教育强化彝族民间美术的具
体措施

针对彝族民间美术融入西昌学院美术教育的

现状，根据西昌学院美术教育的实际情况、具备的

教学条件等，现提出以下几点强化的具体措施。

3.1 强化对彝族民间美术教学师资力量的培养

结合西昌学院实际，可抽调部分人员组成专业

队伍，深入研究彝族民间美术。一方面，依托当地

的专业机构学习和研究彝族民间文化，如彝文学院

及彝族文化研究所的支持；另一方面，可安排教师

深入彝族民间美术发源地、彝族工艺美术企业，进

行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学习彝族民间美术知识，掌

握彝族民间美术的工艺技能，提高实践实训能力。

力争通过1~3年的时间，培养一批能胜任彝族民间

美术教学的教学团队和“双师型”教师。与此同时，

还可适当聘用彝族民间美术知识渊博的人士或具

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能工巧匠做兼职教师，以充实教

师队伍。

3.2 强化对彝族民间美术文化的认识

紧密联系凉山彝族地区的自然人文特点，拓展

美术教育与彝族民间美术结合的空间。一是从理

论上去认识，组织专业人员编撰综合凉山彝族历

史、文化、艺术等内容的系统教材，供学生学习参

考，以获得理论上的第一认知；二是组织师生深入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等反映当地民族历史的

场所开展实地考察、学习，全面了解凉山彝族的文

化历史，感受凉山彝族民间美术蕴涵的深厚地域特

色，增强对地域文化的认识和热爱，提升学习的兴

趣；三是邀请彝族民间美术传承大师到校园开办讲

座和举办彝族民间美术作品展览，增强融入性、参

与性。在这方面，可以争取地方相关部门的支持，

如凉山州文化局、文化馆等单位，他们在挖掘非物

质文化遗产工作中收集了大量详实、具体的彝族民

间美术原始资料。

3.3 强化对彝族民间美术知识的掌握

针对西昌学院美术教学条件，应注重“四课一

引入”。一是在美术教学中开设《彝族民间美术文

化》课程。让学生系统学习彝族民俗知识和民族美

术理论知识，加深对民族文化艺术的深层次理解。

二是开设《彝族民间工艺美术鉴赏》课程。彝族民

间工艺美术的范围较广，主要以彝族漆器、银饰、绣

艺等为代表，通过系统知识的强化，可以增强师生

认知能力。三是开设《彝族民间装饰图案》课程，彝

族民间美术图案源于古代自然和图腾崇拜，纹饰多

以自然景象、动物特征、宗教信仰、人文图谱等构

成，其纹饰组合结构严谨、线条协调生动、构图饱

满、疏密得当、色泽简洁明快而又刚劲豪放，极具平

面装饰美感，学生通过对彝族民间图案的学习，可

以在装饰设计中加以推广、运用。四是开设《彝族

民间漆画》课程。彝族漆器工艺文化历史悠久，在

清代彝族漆器工艺就已有“嵌漆”“描饰”“罩明”等

漆器技艺，具有构思巧妙，色彩古朴、大气华美，图

案丰富，笔法细腻、精致美观等特点[4]，将其纳入美

术教学，不仅是对凉山彝族民间文化的传播与传

承，更会成为高校美术教育的一个亮点。初期，可

以着重考虑对彝族漆绘工艺的学习，并将其技艺与

现代漆画工艺结合，一方面注重传统漆艺语言的运

用，另一方面，可大胆借鉴别的艺术表现技法，丰富

作品表现语言。在装饰设计教学中引入彝族民间

美术。可以充分利用彝族图案、造型及三色文化等

艺术形式的运用，用具有象征意义的传统艺术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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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某种意境、情感和思想，把彝族民间美术的某些

元素进行变化、重组、出新，使作品既具民间艺术的

形式和神韵，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既体现民族气

质和精神，又体现现代设计理念[5]。

3.4 强化课堂教学与实践的结合

教学成果的转化，需要实践活动的充分配合，

一是进一步拓展彝族民间美术实践教学。把课堂

教学、实践、实习和课外创新，以及大学生课外社会

实践充分结合，深入开展学生在彝族民族地区的写

生、考察、素材搜集和生活体验等活动，大力培养学

生实地认知的基本能力。二是大量举办彝族地区

田野写生绘画作品展，展示学生以凉山彝族地区文

化资源、人文风情、自然景观为素材，创作出的表现

凉山彝族风情、社会风貌的优秀美术作品，激发学

生关注生活、表现生活的热情，提升作品的知名度、

广泛性。三是带领学生积极参与凉山州内各项文

化建设。近几年来，学院的广大教师带领学生深入

大小凉山的乡村、城镇，为各县（市）创作和制作了

大量大方、新颖、美观而具有彝族民间特色的壁画、

雕塑等艺术作品，学生的广泛参与，既锻炼了学生

的实践能力，提高了对民族民间美术的现代化艺术

转化水平，又为凉山的城镇美化、新农村建设作出

了贡献。应该说，装扮凉山的美丽离不开西昌学院

美术专业师生的努力。四是利用地方资源，在校外

创建2至5个与彝族民间美术工艺企业联合的实习

基地。一方面，让学生在民间美术企业、作坊中现

场向民间美术师们学习凉山彝族传统美术工艺流

程、技巧，为学生提供学习实践场地，提升创作水

平，为学生就业提供窗口。另一方面，为彝族民间

传统美术企业输送一些具有美术专业技能的后备

人才，促进传统工艺作坊与现代装饰工艺、观念的

结合，促进传统工艺的现代化发展，做到“院地合

作”，实现“校企双赢”。

4 结束语
西昌学院美术教育深入挖掘区域内凉山彝族

民间美术，将民间美术融入美术教学课堂，是在高

校美术教育改革中，充分把握时代需求，面向未来，

更新理念，促进高校教育，提升办学特色，培养应用

型综合人才的有效举措，它的实施必将为传承和弘

扬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成就学生的专业实践能

力和民族文化素质，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经济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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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ing the Yi folk arts into higher education has vit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such as promoting
and encouraging inheritance of Chinese folk arts，improving teaching 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promoting
diversification of education，fostering a thriving cultural market，promoting local economy development，and fulfilling
students' aspirations. In this article，the current status of integrating Yi folk arts into Xichang college arts education
is discussed. A number of methods to enhance Yi folk arts teaching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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