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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铸造实训教学的改革与研究

关博文Ǔ杨Ǔ旭Ǔ赵作福
辽宁工业大学Ǔ辽宁Ǔ锦州Ǔ121000

摘Ȟ要：这项研究探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铸造实训教学中的改革策略。通过改革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引

入传统文化元素，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同时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鼓励师生参与传统文化研究与实践项目，

提升教师的传统文化知识水平，丰富教学资源，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训教学中的传承与创新。针对学生实践操作环

节设计了“传统工艺展示互动”和“传统文化元素主题工艺品设计制作实训项目”，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造能力，为铸造实训教学的深化与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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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的宝贵

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美学观

念和人文精神，对当代教育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第

一，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了勤奋好学、孝道尊老、诚信守

信等优良品质，这些传统美德是教育的重要内容，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思想素养。第二，中国传统文

化注重的“以教为本”、“温故知新”等教育理念，强

调师生关系、师德师风的重要性，对于构建和谐的教育

环境、提高教育质量至关重要。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

包含的中庸之道、孔孟之道等哲学思想，提倡和谐、平

衡、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对当代教育的发展模式和价值

取向具有积极启发意义。*
铸造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

久，技艺精湛。然而，在现代铸造实训教学中，往往忽

视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融合。本文将探讨如何将中国传

统文化与铸造实训教学相结合，通过教学改革，使学生

在学习铸造技术的同时，深入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内涵和价值。

2��中国传统文化与铸造实训教学的关系

2.1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的精髓，包括儒

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系列文化。其中，儒家主

张仁爱、孝道、礼貌等，强调人伦之道，注重道德修养与

人际关系；道家主张虚心谦和、自然无为，提倡顺势而

动；佛家则强调菩提悟道、舍己救人、慈悲为怀[1]。中国

传统文化强调礼义廉耻、忠诚孝行、尊师重教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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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弘扬着中庸、克己复礼、笃行信志等品质。此外，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道德规范、人际和谐、孝道尊师等传

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精神追求。

2.2  铸造实训教学的特点与要求
铸造实训是金工实训中热加工的重要实训项目，其

特点在于结合课堂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培养学生的动

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铸造实训要求学生具备对金

属加工原理和工艺的理解，掌握铸造设备操作技能，具

备检测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实训过程中，学生需要亲自

动手进行模具制作、熔炼铸造等实际操作，体验铸造技

术的应用和流程，同时要重视安全操作，提高手工技巧

和检测技能。

2.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铸造实训教学的内在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与铸造实训教学有着内在联系，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勤劳实干、
学富五车、勤学好问等价值观念与铸造实训教学的要求

高度契合。学生通过勤奋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提升自

身的铸造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体现了传统文化

中勤学好问、实干实学的思想。（2）传统文化中重视道
德修养、忠诚孝行等价值观念，对铸造实训教学中学生

的品德塑造和团队协作提供了有益参考。在铸造实训过

程中，学生需遵守操作规范、保持团队协作，具备诚信

素养，这与传统文化中的忠诚诚信、尊师重教等道德要

求一脉相承。（3）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庸之道、求
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对于培养学生的平和

心态、务实精神和领导能力有着积极影响。在铸造实训

教学中，学生需要在坚守技术要求的同时，注重全面发

展、修养自身，关注团队协作，这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

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与

铸造实训教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传统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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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人生哲学，为铸造实训教学提

供了丰富的思想支撑和行为指导。在实践中，结合传统

文化的价值观念，引导学生培养正确的学习态度和职业

道德，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为他们的职业生

涯和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铸造实训教学中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探索

3.1  传统工艺与现代铸造技术的结合
在铸造实训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探索，

旨在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传

统工艺，同时探索传统工艺与现代铸造技术的结合之

道。一方面，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可以提高

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通过学习传统工艺的

历史渊源、工艺流程和美学特点，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意识，还能够增强学生的文化素

养和审美能力。这种文化传承与交融，有助于唤起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激发他们对传统工艺的探索与

创新[2]。另一方面，将传统工艺与现代铸造技术相结合，

能够实现技艺传承和创新发展的有机统一。传统工艺中

蕴含的精细工艺、独特形式和雕刻技巧，可以为现代铸

造技术提供新的灵感和思路。通过结合传统工艺的文化

内涵和现代铸造技术的科学性，可以打造出更具创意和

审美价值的铸造作品，提升铸造产品的艺术性和品质，

同时推动传统工艺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在铸造实

训教学中，应该积极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引导学

生了解和尊重传统工艺，激发学生对文化传统的热爱和

创新思维。通过传统工艺与现代铸造技术的结合，培养

学生的审美能力、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打造更具时代

特色和文化底蕴的铸造作品。

3.2  学生铸造实训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
在铸造实训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探索

中，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学生的铸造实训过程中，可以

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深刻的学习体验，促进他们对传

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可以通过设计和制作具有传统文

化主题的铸造作品，如古代传统器物、文化符号等，让

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魅力。

通过铸造实训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元素的探究和体验，激

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和文化

自信心。可以借助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和工艺技巧，引

导学生在铸造实训中注重工艺细节和表现手法，提升铸

造作品的艺术性和文化内涵。比如，学生在铸造实践

中，可以学习并运用传统铸造工艺中的雕刻、镂空、镶

嵌等技法，创作结合传统文化元素的艺术作品，体现文

化传统与现代创新的完美结合。可以通过传统文化的美

学观念和价值取向，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鉴赏能

力。在铸造实训中，引导学生观摩、学习传统文化中的

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激发其对传统文化美学的感悟

与理解，进一步影响学生的创作风格与审美标准。通过

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与综合能

力。通过与传统文化元素的亲身接触与创作实践，学生

可以增强自身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拓宽视野，

培养卓越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和

全面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3.3  传统工艺对实训教学的启示与影响
在铸造实训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探索

中，传统工艺对实训教学带来了重要启示与影响。传统

工艺秉承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基因，融合了丰富的文

明积淀与智慧创造，对当前铸造实训教学具有以下启示

与影响：首先，传统工艺注重匠心精神与精湛技艺，强

调细节和品质。这启示着铸造实训教学应当重视培养学

生的细致耐心、认真细致的工匠精神，提高其对产品工

艺细节的把控和关注。通过传统工艺的借鉴，学生可以

学会如何在实践操作过程中注重每一个细节，追求完美

的工艺与品质。其次，传统工艺强调工匠与材料艺术之

间的巧妙结合，注重传统文化中的工匠精神。这启示着

实训教学应当注重学生对不同铸造材料的理解与掌握，

培养学生的材料感知能力和艺术创造力。通过传统工艺

的启发，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不同材料的特性，

探索材料的美感与工艺的奥妙。传统工艺强调技术革新

与创新性发展，不断融合新技术新工艺。这启示了铸造

实训教学应当注重引导学生关注行业最新发展动态，培

养其对铸造技术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通过传统工艺

的启迪，学生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尝试新技术、新方法，

促进铸造技术的创新与发展[3]。

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铸造实训教学的改革策略

4.1  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的改革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铸造实训教学，需要从课

程设置与教学内容的改革入手，使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

铸造技术有机结合，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学习

体验，促进其综合素质的提升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改革课程设置，在铸造实训课程引入部分增加关于

中国传统铸造工艺、《天工开物》中铸造内容及铸造历

史文物的介绍和讲解（如图1所示）。通过实物案例分
析、专题讲座等形式，让学生深入了解传统铸造工艺的

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保

护意识。同时，结合现代铸造技术的发展趋势，引导学

生思考如何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铸造技术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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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学生制作融入中国文化元素的熔模铸造蜡模作品

4.2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为了更好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铸造实训教学中，

需要通过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升学习效果。在铸造实训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教学手

段，通过使用图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资源，向学生

展示中国历史铸造文物以及传统文化元素在铸造工艺中

的应用，让学生直观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可

以利用虚拟仿真技术，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实践传统铸

造工艺，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体验，提高学生的学习参

与度和专注度。采用项目驱动、情景模拟等教学等形

式，通过自主设计、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创新能力。结

合实践操作与文化体验，在铸造实训中，安排学生自主

设计制作含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工艺作品，让学生亲

身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与技艺要领[4]。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与探索，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机会和空间，鼓励他们

在铸造实训中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与融合，激

发其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

4.3  师资培养与教学资源建设
要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铸造实训教学中，需要重点

关注实训教师培养与教学资源建设，以确保教师具备传

统文化知识与铸造实践经验，并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以支持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首先，可以针对铸造实训

教师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传统文化与铸造的关系、

传统美学等方面，让教师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在铸造领域

的应用和意义，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其次，可以完善多

媒体资源，收集整理传统文化在铸造领域应用的相关资

料、文物、展览品等，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学习与研究的

资源支持。最后，鼓励学生参与校内外各类竞赛和展览

活动，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组织学生参观

传统铸造工坊或博物馆，了解传统铸造工艺的历史渊源

和发展脉络，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学习动力，

助力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结束语

通过本研究，深刻认识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铸造实训教学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传统文化的传承离

不开年轻一代的理解与实践，而铸造实训正是这样一个连

接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的重要环节。通过改革与研究，我

们为如何更好地融入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些建议与思路，希

望能够在实践中取得更好的效果。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铸造工艺的传承发展贡献力量，

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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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教学内容，应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铸造实训

的各个环节中。例如，在铸造工艺课程中，引入传统铸

造技艺的传统工艺流程和工艺特点，让学生了解传统铸

造工艺的独特之处；在实践操作中，结合传统文化元素

设计铸造作品（如图2所示），引导学生学习传统铸造工
艺的经典范本，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精髓。还可以通

过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的改革，促进学生对传统工艺技

艺的传承和创新。

（a）青铜冰鉴 （b）曾侯乙尊盘 （c）武王征商簋 （d）大克鼎
图1��中国历史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