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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融入中学美术课堂的探究
杨晓文 吴强

喀什大学 新疆喀什 844006

摘要：根据中学美术的教学特点和学生的认知发展，实现民间美术和中学美术课堂的有机融合以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基于此，本研究从丰富学生的美术视野、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提高学生创造和审美能力、丰富课程内

容、创新教学方法、优化多元评价体系等方面，探究民间美术融入中学美术课堂的德育价值和教学价值，希望日

后能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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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

承载着丰富的艺术价值和审美追求，同时也深深根植于

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感和情感纽带之中。这种集体认同

感，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群之间相互认同和

相互依存的关系所凝聚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不同民族

乡村千百年来自发传承的民族民间美术传统，今天依然

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文明的活态性，是建设中华民族共

同体、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活态文化资源与人性力量，

也是探索艺术本土精神和中国现代性的文明底蕴
[1]
。在

当今社会背景下，民间美术作为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融入中学美术课堂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

1.民间美术在中学美术课堂中的价值。

1.1 德育价值

1.1.1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感。

民间美术资源具有显著的育人价值，当这种传统美

术被引入中学美术教学时，它能有效提升学生对中华文

化的认知，加深他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艺术特色的

理解和感悟，进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通过了解和

学习民族民间美术资源，学生们能够亲身体会到民间美

术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从而坚定对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与此同时，加强对民间美术资源的

深入利用和文化传承，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增

强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进而推动多

种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

当今中华民族精神的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

中华民族精神形成意义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民间美术

集中蕴含着中国传统特有的民俗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

审美价值，通过教育的方式带领学生更加深入学习优秀

民间美术去实现这些价值，是进一步培育和弘扬新时代

中华民族精神重要举措。

1.1.2树立核心价值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我们希望培养的是能够在“德、

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均衡发展的人才。具体到美

术教学领域，其核心德育任务在于培育具备深厚美术底

蕴的个体，这些个体不仅需认同并珍视我国的传统美术

文化，更应肩负起传承与发扬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重任。

民间美术作为作为一种活态文化，是文化多样性的

民族艺术，展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朴素道德观和珍视的

价值观念。其教育功能尤为显著，尤其是在道德教化方

面。这是因为民间美术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其作品主

题常涵盖对忠诚、敬仰先贤等高尚品质的颂扬，为后世

提供了宝贵的道德启示。例如，延川布堆画，又称拨花、

撂花、布贴画，是流传在延安民间古老的艺术珍品。延

川布堆画不仅是一种手工艺品，更是一种具有深厚文化

内涵的艺术形式。它起源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由妇

女们给孩子衣服打补丁演化而来，大量反映农家田园生

活以及表现人们对劳动的热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

式，延川布堆画展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民间

美术中的朴素道德观和珍视的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道德观和价值观念在民间

美术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它不仅影响着劳动人民

的生活方式，也塑造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民族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民族民间美术融入中学美术课

堂，在潜移默化的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也有

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美术课堂中，将延川布堆画

作为课前导入内容吸引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

借鉴布堆画的形式完成主题创作，在这一创作过程中鼓

励、引导学生按照自己的视觉感受去提炼、组织、设计

画面，大胆使用生活中的物品和材料释放创意思维，体

验、享受创造的乐趣与成功。

当代美术教育承担着培养和造就具有健全人格的

高素质人才的历史使命，其目的不是简单完成一件作品，

而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美育是落实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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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一项重要举措，它从精神层

面上塑造人、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文素养、帮助受教育者

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将民间美术融入美术课堂，并与

学生的兴趣和特点充分融合作为中学美术教学的着眼

点，学生在学习民间美术时可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使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和动手能力等综合素质得到

全面发展。

1.2 教学价值

1.2.1丰富学生的美术视野，提高审美能力

民间美术具有独特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在古代

民间美术是相对于“宫廷美术”和“文人士大夫美术”

而言的，它追求的是自然、质朴、和谐的美感。民间美

术还具有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包括剪纸、刺绣、

泥塑、年画、风筝等多种类型，既有地域性差异，也有

民族性特点。

不同地区的民间美术作品在题材选择、制作工艺、

风格特色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反映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传

统和审美趣味。如，北方派陕西剪纸起源于南北朝时期，

载体多样，包括纸张、金银箔、树皮等。具有淳朴、粗

犷、简炼、明朗的特点，饱含乡土气息和感情色彩。其

题材多取材自喜庆节令、五谷丰收、民间戏曲故事、儿

童、动物等。其代表人物——刘兰英，被称为“东方毕

加索”，她的剪纸作品属于抽象派，保持着“图腾崇拜”

的遗风，与仰韶文化的图案相似，与南派扬州剪纸具有

鲜明的风格差异。扬州剪纸题材以花鸟虫草、动物风景、

传统图案为主，方寸之间现乾坤。其构图精巧雅致、造

型逼真写实、线条清秀流畅，注重体现装饰图案的形式

美法则。

总而言之，民间美术在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流派和风格，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俗风情、内容

形式多样、具有独特的美学元素，秉承着“图必有意，

意必吉祥”的哲学理念。学生深入学习和探究的过程中，

能够感悟到民间美术的形式美、文化美、社会美、自然

美；他们的审美感知和欣赏水平也会得到显著提升，并

有助于学生进一步去构建和完善审美体系。

1.2.2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提高创造力

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是在中国独特的自然人文

环境、延绵不断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这一格局也

决定了我国民间美术形态具有多元化和传承性。在此背

景下，帮助学生了解和接触不同民族民俗文化，提高学

生的多元文化意识，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

和尊重，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民间美术是中国各

个民族智慧文化的结晶，是所有美术表现形式的源泉。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民间美术不是

僵化的，而是活态的，它能够在不断的传承中发展创新。

美术教育始终将锻炼、提高学生的艺术创造力作为培养

的核心目标
[2]
。例如在学习人教版八年级上册《手工书

设计》一课时，学生在设计手工书封面的过程中引入天

津北辰农民画。天津北辰农民画在取材广泛，以心造像；

求全求满，装饰性强；随心赋彩，火爆明快；该谐风趣，

引人人胜。其独特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有助于启发学

生，带给学生更多的设计灵感。将民间美术运用于中学

美术课堂，教育学生理解和尊重的同时，将民间美术资

源与现代美术知识、艺术形式进行有机结合，鼓励他们

在现代语境下进行创新实践。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和创造力，逐渐打破传统绘画在空间表现上局限，使学

生形成别具一格的艺术见解，培养他们在艺术领域的创

新精神。

2.民间美术在中学美术教学中的应用

2.1.1 丰富课程内容

早在上世纪 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指出：

“发展教育的民族特色是全球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我

国在《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中也明确提到：要全面加

强和改进学校美育，丰富并创新课程形式
[3]
。

民间美术，作为我国悠久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瑰宝，

它们承载着深厚鲜明的民族精神气质，且其丰富多样的

种类，例如皮影戏、剪纸、刺绣、农民画、民间雕塑等。

民间美术为美术教育的本土化、民族化发展提供了宝贵

的资源，将其代表性作品和技艺用于中学美术课程的教

学当中，有利于使现代美术教育的内容具有多样性和综

合性，确保学生有机会接触到丰富多样的民间美术形式。

例如，在学习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色彩的感染力》

一课时，将年画中的色彩美学知识作为学生学习的欣赏

素材。年画中的色彩运用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还具有强

烈的装饰性。通过不同的色彩搭配和组合，能够营造出

不同的氛围和风格。以四川绵竹年画为例，其鲜艳夺目

的色彩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常用红、黄、蓝、绿等

明亮鲜艳的颜色作为主色调，这些色彩具有强烈的视觉

冲击力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五彩斑斓、热闹非凡的世界，

感受到了节日的喜庆和欢乐。通过对民间美术作品的欣

赏和讨论，帮助学生了解美术作品中色彩的不同表现形

式，同时加深对色彩感染力的认识，为学生今后在绘画

过程中运用不同的色彩表达思想情感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民间美术中色彩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创作元素，它

不仅赋予作品以视觉美感，更能深刻体现出民间艺术的

深厚文化特色及文化积淀。在中学美术教学中引入民间

美术的色彩元素，进一步促进两者的有机融合，提高民

间美术资源的教育价值，增强美育教学效果。此外，基

于学生的课程知识掌握情况，教师可引导学生挖掘、体

验身边的美术资源并主动欣赏民间艺术。例如在学习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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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第五单元第三课“我国少数民族的美术文化”时，

结合当地民族分布特点，将当地的民间美术资源进行收

集整合。在课堂初步感知环节，利用多媒体的方式播放

视频展现各民族的服饰之美、建筑之美、手工艺品之美

等。做好美术教材与多样化民间美术资源的整合工作，

丰富教学内容，有助于构建出可引导学生深入探究、发

挥创造力的艺术欣赏平台，为学生创设出灵活、生动的

艺术体验氛围。

2.1.2 创新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为达到教学目的、

完成教学任务而采用的途径和手段。将民族民间美术融

入中学美术课堂，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

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其教学方法应当注重传承与创新

相结合，同时关注学生的体验和参与。其一，传承经典

法。通过展示经典的民间美术作品，如剪纸、刺绣、年

画等，让学生直观地感受民间美术的魅力，了解不同地

区的艺术风格和特色。并且结合作品的创作背景、历史

意义进行讲解，让学生深入了解民间美术的文化内涵和

历史价值。例如，在学习“彩塑”一课时，利用幻灯片

的形式展示《惜春作画》民间泥塑作品进行课前导入，

分析“泥人张”彩塑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其二，情境教学法。为学生创

设艺术环境，在教学环境中增加符合民间美术特点的装

饰物，如剪纸窗花、年画等，营造浓厚的艺术氛围，让

学生沉浸在民间美术的世界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也可以为学生模拟创作情境。通过模拟传统的民间美术

创作场景，如庙会、集市等，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亲

自参与民间美术的制作过程，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

参与度。

2.1.3完善教学评价

衡量美术教育效果的关键在于评价体系的建构是

否完善。建构高效合理的评价体系，要求关注学生的个

体差异性，注重学生的多元化发展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首先，明确评价目标，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评

价维度包括趣味、体验、技能、生活、文化、心理健康

等多个方面，所以教学评价不能只单纯注重知识的掌握

程度和技能的具体操作性行为，与此同时，也要注重其

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引导学生将学到的美术知识在生活

中应用实践从而促进其创新思维的发展。艺术来源于生

活，又高于生活。教学评价应关注美术课堂教学是否让

学生通过美术视角认识生活、是否能够在生活中发现美、

感悟美、创造美、是否真正得掌握了美术知识与技能的

运用；其次，注重过程性评价。教学评价应该关注学生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是否进行独立思考、尝试以及创新思

维是否得到发展，及时给予反馈和指导，帮助他们更好

地成长和进步；最后，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互相评

价。自我评价帮助学生更加了解自身，有利于青少年建

立自我意识。通过引导学生讲解自己的画面作品、表现

形式以及对作品的满意程度的方式，帮助学生养成善于

思考、善于反思、善于总结的良好习惯。互相评价对评

价者有了一定的要求，评价他人作品时，评价者要具有

一定的艺术素养和洞察力，对所学知识掌握牢固。学生

互评不仅使被评价者受益，更能锻炼评价者的临场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能力。通过自评、互评的方式，让学生

参与和自主学习，促进他们对自己学习和反思的发展，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评价体系的完善与健全对于衡量美育效果具有重

要意义。在民间美术融入中学美术课堂教学中，不断探

索和完善评价体系，以更好地发挥民间美术资源的优势，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学美术教学中正确有效的推动美术

教育与优秀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使民间美术为中学美

术教育注入新鲜血液，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实践价值。

可以让学生在欣赏和学习民族民间美术的过程中，继承

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发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自豪感

和文化自信心，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将民间美术

高效应用到美术教育中，应进一步加强社会、学校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宣传，使学生拥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和接触

民间美术，并能够将其应用于后续的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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