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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实现中国设计艺术史与工艺美术史的新老交替,成为现代设计艺术学教学领域致力探究的重要课题。从理论层面来说,应进一步

明晰设计艺术学与工艺美术学的核心内涵,并在此基础上,需秉承与时俱进的基本原则,转变教学思想观念,改进教学手段,兼顾核心理论与外延

拓展,进而实现设计艺术与工艺美术的无缝过渡衔接。 

[关键词] 设计艺术史；工艺美术史；教学手段 

 

早在1998年,国家教育部就正式颁布了新的学科目录,由此,原有的工

艺美术学正式被设计艺术学所替代。尽管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但设计

艺术史与工艺美术史之间的转换仍存在各类矛盾冲突,而这不仅涉及到思

想观念的转变,还涉及到教学内容的改变。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设

计艺术学与工艺美术学的理论概念,调整教学模式与教学手段,达到新老

交替的目标。 

1 中国设计艺术史与工艺美术史的本质性差异 

设计艺术学的专业特征决定了其较强的实践性。为此,绝大多数院校

将设计理论教育作为现代设计史的专业课程内容,并开始忽略工艺美术史

教育。本文笔者研究了国内大多数院校设计类专业的课程设置,发现以工

艺美术史作为专业核心理论课的情况少之又少。这需要引起教育领域,乃

至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 

从表象层面来看,设计艺术史与设计实践存在紧密联系,且基础内容

也与工艺美术史存在共通性与交叉性。但是,二者属于不同的专业学科,

在各自领域拥有独特的研究重点。为此,本文笔者认为设计艺术史与工艺

美术史在设计教育方向有着同等重要的位置,是无法相互取代的。 

首先,设计艺术学与工艺美术学的基本概念存在本质性差异。这不仅

涉及到这两个词语的语义来源,以及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价值,还涉及到

不同时代背景所赋予的核心内涵。 

以西方文化为例,几乎所有的设计艺术史都以英国工业革命作为研究

起点。在工业革命前,设计艺术始终被称之为工艺美术史,而随着工业革命

的深度发展,逐步被解读为现代设计。由此可见,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设

计艺术史与工艺美术史存在紧密的时间继承关系。相较而言,中国的情况

更为复杂。近代洋务运动是传统手工艺逐步向设计艺术转变的开端,奠定

了设计领域的发展基础；自五四运动后,全新的设计思想在潜移默化间形

成,且伴随经济的繁荣发展与社会文明的快速进步而进入鼎盛时期。而工

艺美术这一词语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逐步被推广使用。工艺美术所涉及

的内容包罗万象,如宫廷工艺、宗教工艺、文人工艺与民间工艺等。由此

可知,中国的设计艺术史与工艺美术史也存在研究交叉点。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设计艺术史与工艺美术史的研究侧重点方面察觉

二者的差异。著名学者张夫先生也曾就二者的差异表达了自身独到的见解,

其大致内容是指设计艺术史更加注重科技要素与理性思维,与科技和工业

的发展息息相关；而工艺美术史则强调艺术性与人文性,突出感性思维。 

以中国文化为例,工艺美术史更关注器物外观形态的变化,以及器物

的图案纹饰等内容,强调精神品格、情趣意味与艺术审美。中国的设计教

育从初期的“工艺传习教育”和“图案教育”发展至今,经过数百年的洗

礼与沉淀。而设计艺术史的研究对象除对器物本身的分析外,更加强调造

物的原理与技巧,兼顾实用性与审美性。 

简而言之,设计艺术史的专业研究面要更加宽泛。以青铜器为研究对

象,设计艺术史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制作技术与功能特征方面,鲜少关注审

美特性。与此同时,技术的创新发展为推动设计领域的变革奠定了坚实基

础。由此可知,专项设计与科技发展的内在联系也是设计艺术史的重点研

究内容。 

再者,我们还可以从工艺美术史本身的价值与意义等方面来衡量其在

设计艺术教育领域的地位。从某种角度来说,工艺美术史即为社会文明史,

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折射出时代风貌、民族精神与审美观念,成为传

承和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古代,工艺美术往往是陶艺、绘画与雕

塑等纯艺术的载体。以中国文化为例,除年代不详的岩画以外,史前绘画几

乎无迹可寻,无从考证。但是,我们可以将史前的陶瓷、玉器等器物作为重

点研究对象,详细探究时代绘画风貌。 

3.4为学生创造动手实践的机会 

小学教师要注意提高小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要多为学生创造动手实

践的机会。例如,教师在语文关于景色的课文讲解时,鼓励学生用笔画出作

者描绘的景色,锻炼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再如数学中关于三角形的知

识讲解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玩剪纸游戏,学生通过自己的思维剪出不同

形状的三角形,教师就可以继续讲解关于三角形的特征和性质。老师们在

教学中,要为学生创造更多动手实践的机会,学生经过实践找到解决问题

的方法,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4 结语 

教育游戏在小学教育中有着积极的作用,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

习兴趣,还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启发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

展。教育游戏最大的特征就是教育性和娱乐性的结合,通过设计合理的

教育游戏活动,让学生在游戏活动中学习,从而实现寓教于乐。要想发挥

游戏教育的作用,教育工作者就必须积极转变观念,结合小学生的特点

开展教育游戏,在教育游戏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构建良好

的师生关系,提高教育游戏的趣味性,从而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

实现高效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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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的连贯性可以充分体现出审美观念的演变历程,凸显民族文

化的一脉相承。总而言之,工艺美术是深入解读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其钧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中表达了自身独到的

见解,其大致意思是指优美典雅的原始彩陶、庄重高雅的商州青铜器,五彩

缤纷的秦汉漆器,奢华绚丽的隋唐织锦,精致淡雅的宋元青瓷,琳琅满目的

明清器物,都是工艺美术的典型象征。通过了解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可以

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兴衰历史,明晰传统的审美情趣与源远流长的民族

文化之间的联系。另外,中国工艺美术是一个蕴藏着丰厚文化资源的巨大

宝库,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元素符号。 

在全面倡导坚持民族主义精神的大环境背景下,不仅国内艺术设计不

断从传统工艺美术中汲取养分,诸多国外艺术设计也逐步开始引用传统文

化符号。例如,高端奢侈品卡地亚的设计师,从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色彩、

图案与工艺等方面获得启发,设计出了多款举世瞩目的具有浓厚中国文化

韵味的珠宝首饰。 

由此可见,通过工艺美术史教学,一方面可以引导学生客观了解外观

构造与装饰风格的演变历程,另一方面也能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增

强其民族荣誉感与自信感,进而转化为现实的创造力。 

著名工艺美术研究学者尚刚先生曾指出,工艺美术史教学是艺术设计

理论课的核心内容。当下,人们越来越注重文化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是以

民族文化积累为基础的。绝大多数现代艺术设计都体现出对民族精神的敬

仰,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诉求。例如,北京奥运火炬的祥云图案、奥运奖牌、

奥运服装及奥运壁纸等。需要格外强调的是,这些设计不单纯是仿造复刻

文化符号的结果,而是以民族文化为核心内涵,寄托着浓厚的思想感情。 

2 促使中国设计艺术史与工艺美术史实现新老交替的对策 

在设计艺术学的学科目录正式公布后,大多数院校仍在继续开设工艺

美术史的课程。部分院校单独设置了工业设计史课程,用以弥补与现代设

计的脱节。但是,如何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艺术设计相结合,成为设计艺术

教学领域的重点问题。首先,应保留中国工艺美术史的精华,并以此作为艺

术设计史专业课程体制深化变革的基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主流思想观

念如何改变,历史事实始终是无法改变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上层社会的

器物代表着某一个时期的工艺水平,同时,也是探究中国手工艺发展的重

要线索。当然,这不是寻求变革的主要动机。思想观念与外延拓展才是深

化变革的革新。 

思想观念的转变体现在如下两方面：其一,深析古代设计的思想内涵,

并以此为基准,客观分析设计现象,改变就事论事的教学方法。单纯论述某

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比较容易,但要进行深度探究挖掘,就必须详细了解特

定时期的哲学思想与礼仪制度。例如,在“设计艺术的萌芽”一章中,我们

可以从设计艺术产生的地理环境、原始的设计意识、独立的精神产品的出

现三方面来分析。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加深先秦诸子对儒家学派所推崇

的礼教的文化模式的解读；及对道教学派推崇的“身与物化”的审美境界

解读；对《周易》推崇的宇宙模式的解读；对邹衍推崇的阴阳八卦理论的

解读。 

其二,依托现代设计理念衡量古代设计,建立起某种微妙的关系。例如,

在“战国秦汉器物的艺术设计”一章中,提及到如下几方面内容：①组装

器物的功能多样化设计；②组装铜器的高杆结构；③秦始黄陵铜车马等。 

外延拓展的核心内涵可以弥补以往对设计研究的缺失,突破工艺美术

的局限性。以新石器时代的建筑设计为例,重点研究内容如下所述：①从

部族群落到初期发展阶段的城市建筑布局设计；②以礼仪祭坛为重点的建

筑布局设计。与此同时,融合了上古时期北方民族的艺术设计,如岩壁石画

设计、金铜器设计等。与现代设计艺术联系较为紧密的内容,自成章节。

例如,“中国古文字和书籍装帧的艺术设计”,具体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①新石器时代典型器物上的特殊文字符号；②甲骨文的排列设计；③青铜

器的文字设计；④国玺的文字排列设计；⑤古书籍的版式设计；⑥纸质书

籍的装帧设计。 

3 结语 

总而言之,开设中国艺术设计史课程,可以帮助学生积累充足的文化

知识,增强民族荣辱感与归属感,进而强化自身的综合文化素养。在设计观

念和教育观念极速转变的时期,艺术设计史专业课程显得尤为重要。学校

需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深化教学体制变革,调整教学手段与内容,从而保

证艺术设计史专业课程发挥出优势效能。 

[参考文献] 

[1]徐爽.中国艺术设计史学科现状浅析[J].中国美术,2017,(4):142-145. 

[2]侯妍文.《中国工艺美术史》在应用型大学艺术设计专业中的课程

教学思考[J].工业设计,2017,(05):109+111. 

[3]张晓青.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方法探究[J].淮南师范学院学

报,2017,19(01):145-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