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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设计教学的新思路探索
———以“拾忆四合院”系列书籍设计为例

吴婉莹
（河南城建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在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文化已成为经济软实力的基

石，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得到重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民族文化在一定时间和地域内形成的智慧结晶和经验积淀。其

长期以来以丰富的形式、质朴的气息和生动的艺术表现，体现和

传达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出旺盛的

生命力和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推

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为现代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通过把精湛独特的非物质遗产艺术文化融入到现代设计教

学中，无疑是推动现代高校设计教育改革的强劲动力。在设计教

育中，我们要致力于引领大众审美为目标，积极探索将现代设计

教育与传统民族文化艺术相融合，将非遗文化遗产中蕴藏的力

量融入课堂。

1 现代设计教学的方法创新
教师应是优秀文化的传播者。作为一名设计教师，要培养学

生一定的文化和素质积淀，引导学生坚定民族的信念，从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取艺术图式，寻求突变和革新，发扬设计文化

和内涵。在教学中，一方面要帮助学生认识和继承前人创造的传

统文化，另一方面要激励学生超越传统进行创新。在教学方法

上，注意引导，可以采用主题训练法、调研法、思维发散法、变换

重组法等教学方法。

1.1 主题训练法
主题训练法是以课题、项目或比赛的形式，带领学生参与设

计实践。首先根据兴趣组建团队，然后调研与分工，最后是共同

协作完成设计目标。通过主题训练的方法，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

生的主动性，还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本次教学以四合院为主题展开设计训练。四合院始建于 12
世纪，经历了几千年的中国建筑文化，是北京地方特色的建筑艺

术的代表，集建筑、民俗、生活艺术于一身，是一种独特文化的存

在，具有极高的文化研究价值。因此，学生确定了“拾忆四合院”

设计的课题名称，并尝试将传统文化与艺术设计相结合进行创

新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引导学生提炼四合院的特色，深入挖掘

四合院背后的故事，在书籍中融入四合院的时代背景和建筑特

色。在提炼代表性图形符号时，将四合院的造型与屋檐结合，彰

显书籍的内涵意义，最终得到了主题图形。通过此训练加强了学

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丰富了设计实践，提升了设计的创造力。

1.2 调研法
前期调研是深入设计工作的前提，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首先，

通过引导学生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根据兴趣选择方向，再

进行考察调研。让学生感受到优秀民族文化的魅力，思考如何发

扬传统文化。教学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以课题的形式展开，

线下通过带领学生实地参观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展馆，线上通过网

络文献查阅和问卷调查的途径。其次，鼓励学生主动去解读中国

传统文化，最后进行成果汇报，向更多人普及非遗知识。

在“拾忆四合院”系列书籍的课题设计中，学生通过调研非物

质文化遗产以及书籍的现状，采取问卷的形式对民间传统书籍

在市场上的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得到结论：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对书籍的外观及内容的趣味性的要求明显提高。通过调研

与分析，学生明确了本次课题的思路。针对调研结果，学生展开

本次主题设计，以提高大众对纸质书的关注以及推动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发展为目的。

1.3 思维发散法
思维发散法主要包括水平思维和垂直思维。其中水平思维中

的联想思维在创意设计中最为常用。联想是对传统元素的思考

与提炼的过程，是创意产生的有效途径。在设计类课程中，主要

通过思维脑图的形式进行展开。通过发散思维，引导学生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艺术设计创造。在此教学过程中要循序渐进，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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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思考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相结合，寻找切入点。

例如本次“拾忆四合院”系列书籍设计，通过思维发散法，提

炼具有代表性的图形符号。学生由四合院联想到屋檐、瓦片、窗

花、传统桌柜等，围绕四合院文化艺术提取了传统图形符号，打

破过去设计课程的简单抄袭，激发学生的创意。学生在经过思考

和提炼后确定图形、色彩和板式的风格和思路，将四合院的典型

造型融入到装帧及排版中，设计出传统气息浓郁、又不失现代审

美的书籍，达到独特的视觉效果。在色彩上，四合院的历史气息

让人联想到朱红色、橘红色和砖红色，因此将三种颜色用不同的

纯度表现，体现四合院的色彩，突出四合院的文化色彩。通过思

维发散法，将提取的四合院的典型的图像符号应用于书籍设计

中，呈现了非物质文化艺术图式所蕴含的质朴醇厚的气息，丰富

了书籍设计的内涵。

1.4 变换重组法
在现代设计教学中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深入思考，通

过对代表性符号的重新组合与排列，赋予现代设计以全新的表

现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需提供方法途径。鼓励学生从多角

度进行分割与组合，得出多种不同的设计效果，最终通过比较选

出最优方案。

本次书籍设计，将提炼图形符号进行变换重组，形成新的设

计图式。将四合院的典型造型融入到装帧及排版中，以现代人独

有的审美和观念去设计排版，运用手绘插图的方式以及线描的

形式，将传统图形、文化与现代书籍设计有力结合，丰富书籍的

版式设计，增强视觉效果，满足艺术性与审美性。此外，该书籍在

装帧设计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书籍封皮采用粗布材质，装饰以手

工缝纫的流线，形成四合院的屋檐轮廓，透漏了质朴的民族气

息，独有韵味。在材质上，使用大地纸，纸张表面不均，条纹肌理

明显，使书籍更具有传统文化的内涵。通过该训练在教学上达到

预期的效果，设计出独具传统艺术文化特色的系列书籍设计。这

不仅是书籍，更是古典艺术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的产物。

通过以上教学方法的革新，使“拾忆四合院”系列书籍设计文

化气息浓郁。在艺术手法上，使用传统技术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的

方式，既有复古的气息又不缺乏现代美感，让读者在阅读时能感

受不同层次的视觉冲击，收获不同形式的阅读体验，保持阅读新

鲜感。

2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设计教学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新时代背景下设计的教学发展提供了多

种可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我们只有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

神注入到现代设计教育中，才能极大地推动现代设计的发展和

兴盛，促进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1 丰富现代设计的图形符号与文化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视觉艺术图式是久远民间艺术精神和

质朴的人文心理的视觉表现。因此，非遗文化与艺术有着丰富的

视觉表现形式，包含着众多极具智慧的民间美术传统图像符号，

且图式丰富、寓意广泛，是现代设计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

贵财富。只有将设计与文化相融合，才能丰富现代设计的图形符

号和文化内涵，才能将民族文化艺术走向世界。

“拾忆四合院”系列书籍设计就是一个大胆的教学改革尝试，

通过挖掘四合院的文化，提取代表性符号，丰富图形符号的表现

形式，从古典旧物中翻新蜕变、重新组合、再设计，形成书籍的风

格特色，设计出具有浓郁四合院建筑文化内涵的书籍，让书成为

传播传统文化与艺术的载体，让更多人知道四合院的价值，更好

地推动四合院文化的传播以及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

2.2 为现代设计教学注入活力
现代设计教育已从技术教育向文化内涵教育转变，吸取地方

文化特色并进行创新已成为现代设计教学发展的重要趋势。非

物质文化遗产技法多样，表现丰富，个性独特，对现代设计教学

有着启示和引导的作用。

教学方法的创新是设计教育发展的助推器。在设计教学中融

入非物质文化艺术，不仅改革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形式，还激发

学生兴趣，引导学生从博大精深的传统图案的文化内涵中吸取

精神力量进行再创造。这种创新不局限于形式的挖掘，鼓励剖析

内涵，从深层次去探索其精髓。通过这种方式，使课堂更具匠心

和吸引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创新融合。不仅丰富学生的文化涵

养，还提升现代设计教学的质量。

2.3 促进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是现代设计发展的主要趋势。

在现代设计教学中，要以促进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风

向标，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机融入到现代设计教育中，培养更多

的非遗传承人，促进民族文化和艺术风格走向世界。

基于本方向，“拾忆四合院”系列书籍设计是对传承与发展传

统民族文化的一次教学探索。将四合院的建筑特色与现代书籍

设计相结合，用现代的人文心理感知传统艺术，达到独特的视觉

效果，流露出浓郁的文化气息。本次教学融入非物质文化艺术，

以期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在现代设计教

学中的融合与发展。

3 结语
作为教师，应根植传统民间艺术的沃土，将我国优秀的传统

文化融入课堂，把传统与现代相融合，为设计课程提供丰富的养

分和智慧。在教学中，合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把握内涵精髓，

引导学生用现代的审美观念重新设计，用现代设计理念对传统

文化进行新的诠释，挖掘深层次的意境，提倡超越传统的创新设

计，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让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焕发出新的

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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