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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中庸之道”强调平衡与和谐，对于艺术管理中的

平衡各方利益、协调各方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道

家哲学中的“无为而治”则强调自然与自由，对于艺术

管理中的尊重艺术规律、发挥艺术创造力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因此，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促进艺术

管理学科的创新与发展。

（四）推动塑造中国特色的艺术管理理念

艺术管理专业教学关注如何通过管理策略实现艺术

价值的最大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核，

如仁爱、诚信、和谐等，为艺术管理提供了丰富的价值

支 撑 和 灵 感 来 源 。 这 些 文 化 价 值 在 艺 术 管 理 中 得 到 体

现，有助于塑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艺术管理理

念和模式。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如

儒家的“以人为本”、道家的“无为而治”等，在艺术

管理中的应用，有助于实现艺术创作的自由与规范、艺

术市场的有序与繁荣。

（五）繁荣艺术管理事业

一 是 艺 术 项 目 策 划 与 实 施 。 在 艺 术 项 目 策 划 与 实

施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艺术管理者提供了丰富

的文化资源和灵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创新，艺

术管理者可以打造出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的艺术项

目，吸引更多的观众和参与者。

二是艺术市场开发与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艺

术市场开发与推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深入挖掘传

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艺术管理者可以开发出具有市场

竞争力的文化产品，满足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同时，传

统文化的推广也有助于提高艺术市场的整体水平和国际

影响力。

三是艺术教育与培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教

育与培训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

扬，艺术管理者可以培养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高度专

业素养的艺术人才，推动中国艺术事业发展。四是艺术

管理专业教学在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探

索和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管理模式和方法。同时，

传统文化也为艺术管理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价值支

撑，为艺术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管理

专业教学的实践路径

（一）教学内容的选择与整合

首先，在教学内容方面。相关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可以深入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和内涵。

例如，在艺术鉴赏课程中，可以引入中国画、书法等传

统艺术形式，让学生欣赏和品鉴其中的艺术价值。与此

同时，在策划与营销课程中，可以借鉴传统节庆、庙会

等活动的策划经验，提高学生的策划能力和营销水平。

其 次 ， 在 课 程 设 置 方 面 。 在 艺 术 管 理 专 业 的 课 程

设置中，可以增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或模

块，如“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华艺术史”等。这些

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全面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特点和价

值，为后续的艺术管理学习奠定基础。

最后，在讲述艺术管理理论时融入历史，可以穿插

介绍相关历史背景和文化知识，如古代艺术品的收藏与

鉴赏、传统艺术表演的组织与策划等，使教学内容更加

丰富和有趣。

（二）教学方法的创新与拓展

作为复合交叉型学科，艺术管理已然面临新经济、

新文化、新技术的冲击与影响。创新教学方法、拓展发

展路径，是新时代艺术管理专业教学的思想和理念。[3]

在 艺 术 管 理 专 业 教 学 中 ， 可 以 选 择 与 中 华 优 秀 传

统文化相关的案例进行分析，如分析传统艺术表演团体

在市场化运作中的成功经验与教训、探讨传统艺术与现

代科技的融合创新之路、古代书画市场的运作、传统戏

曲的推广等，让学生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掌握艺

术管理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与此同时，采取体验式教学

方法组织学生参观传统文化艺术展览、艺术工作室等场

所，让学生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艺术管理的实际

运作，并邀请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举办讲座和交流

活动，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文

化素养，提高学习效果。

另外，互动式教学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教学手

段，开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互动式教学活动。

例如，通过小组在线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参

与传统文化的探讨和艺术管理的实践过程，如模拟古代书法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