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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统文化元素的小学美术课程设计与实践
彭茜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曲濑镇中心小学，江西省吉安市 343000

摘要：在当代教育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日益受到重视。本研究旨在探讨融合传统文化元素的小学美术课程

设计与实践，分析其理论基础，并通过实证研究评价教学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小学美

术课程目标、内容选择与组织以及教学方法中，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美术素养，并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本研究

为我国小学美术课程设计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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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传统文化面临着逐渐被边

缘化的危险。在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保

护和传承越来越重视，其中，将传统文化融入教育领域

成为了一种重要的传承方式。尤其是在小学美术教育中，

传统文化的融入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还能够

增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然而，目前的小学美术

教育中，传统文化的融入程度并不尽如人意。据 2019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小学美术课程中，传统

文化内容的占比仅为 20.7%，远低于语文、历史等学科。

这一现象引起了广大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他

们纷纷展开研究，探讨如何更有效地将传统文化元素融

入小学美术教育中。

1 传统文化元素在小学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性

1.1 传统文化的概念与特点

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这种独特性体现在语言、文字、艺术、宗教、礼仪等方

面。例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注重道

德修养、家庭观念和社会和谐；西方传统文化则以基督

教为基础，强调个人主义、自由和平等。传统文化的历

史性。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

的，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历史记忆。例如，中国的

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古代文明，包括夏、商、

周、秦、汉等历史时期；西方传统文化则源于古希腊、

古罗马文明，经过中世纪、文艺复兴等历史时期的演变。

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

不断传承和弘扬的文化。例如，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家

族、学校、宗教等渠道传承，包括诗词、书画、戏曲、

哲学等领域的知识和技能；西方传统文化则通过教育、

学术、艺术等途径传承，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科学

等领域的知识和成果。在实践中，传统文化在小学美术

教育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可。例如，广东省深圳市

南山区的某个小学在美术课程中融入了岭南文化元素，

通过教授剪纸、陶艺、国画等传统艺术形式，让学生在

实践中体验和传承传统文化，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和

文化自信。这种做法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小学美术教育中

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民族认同感。

1.2 传统文化元素在小学美术教育中的作用

传统文化元素在小学美术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传统文化元素能够丰富小学美术教育的内涵，

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例如，中国的水墨画、剪纸、陶

艺等传统艺术形式，不仅能够让学生了解到中国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还能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创造力。传

统文化元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

感。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元素，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

的民族文化，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传统

文化元素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融合传统文化元素的小学美术课程理论基础

2.1 课程设计理论

课程设计理论是指导美术课程开发、实施和评价的

重要依据。在融合传统文化元素的小学美术课程中，设

计理论起到了关键作用。课程设计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

心，注重学生的兴趣、需求和个性发展。在融合传统文

化元素的课程中，教师需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兴趣和需求，

将传统文化元素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课程设计理论强调

课程内容的整合与创新。在小学美术课程中，教师应将

传统文化元素与其他学科知识相结合，如历史、文学、

音乐等，形成跨学科的课程内容，引导学生从多角度、

多领域去理解和创作。课程设计理论还强调教学评价的

多元化和动态化。在融合传统文化元素的课程中，教师

应采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关注学

生的过程表现和成果展示，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

2.2 美术教学理论与传统文化教育

美术教学理论与传统文化教育的融合，是对小学美

术教育的一种创新和丰富。美术教学理论认为，美术教

育不仅仅是技能的传授，更是情感、创意和思维的培养。

而传统文化教育则强调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认同。这两

者的结合，可以让小学美术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感

和创造思维的也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例

如，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上，可以引入中国古代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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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书法、剪纸等艺术形式，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与创新上，可以采

用情境教学、启发式教学等方法，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学习传统文化。研究表明，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

小学美术课程，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还可以

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因此，这种融合的教学

方式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3 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小学美术课程的策略

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小学美术课程的策略是当前教

育界关注的热点。确定课程目标是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

基础。例如，以北京鲁迅小学为例，该校的美术课程目

标明确提出了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热爱，这不

仅体现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还体现在教学方法的创新

上。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方面，应结合小学生的年

龄特点和兴趣，挑选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元素，如剪

纸、国画、书法等，将其融入课程中。以江苏省南京市

的南师附小为例，该校在美术课程中引入了传统剪纸艺

术，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教学方

法的运用与创新也是关键。教师可以运用信息技术手段，

如多媒体教学、网络资源等，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

源，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和理解。

3 融合传统文化元素的小学美术课程设计与实
践

3.1 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知

识与技能目标主要通过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元素的基

本概念和特征，掌握一定的创作技巧来实现。过程与方

法目标则通过引导学生参与各种美术创作活动，运用观

察、分析、比较、综合等方法，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和

创造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则致力于培养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具体到

课程内容的选择，我们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剪纸、水墨

画、陶艺等艺术形式为主题，设计了系列的教学活动。

例如，在剪纸教学中，我们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窗花、

门神等剪纸作品，让学生在学习制作过程中，了解剪纸

的历史起源、制作技巧，以及其中的寓意。在水墨画教

学中，我们以中国传统的山水画、花鸟画为主题，让学

生学习水墨画的基本技法，如泼墨、渲染等，同时引导

学生从画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在陶艺教学中，

我们则以中国传统的陶瓷艺术为例，让学生了解陶瓷的

制作过程，体验拉坯、修坯、上釉等技法，感受陶瓷艺

术的美。

3.2 教学方法的运用与创新

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与创新方面，融合传统文化元素

的小学美术课程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

水平，以及课程的具体内容。可以采用情境教学法，将

学生引入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如通过模拟传统节日氛围，

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相关美术知识。例如，在教授剪纸

课程时，可以安排学生在春节期间进行剪纸创作，让学

生在真实的节日氛围中学习和传承这一传统艺术形式。

可以运用项目式教学法，让学生围绕一个特定的文化主

题进行深入研究，如以中国传统绘画为主题，引导学生

探索水墨画的技法和意境。通过实际操作，学生可以更

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元素，并将其运用到美术创作中。

还可以引入跨学科教学法，将美术课程与其他学科如历

史、文学等相结合，让学生在全面了解文化背景的基础

上进行美术创作。例如，在学习中国古代绘画时，可以

配合相关的历史背景和文学故事，让学生在创作中更好

地体现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4 融合传统文化元素的小学美术课程实施

在实施融合传统文化元素的小学美术课程过程中，

我们选取了北京市的一所实验小学进行案例研究。我们

与该校美术教师进行了深入沟通，了解他们在教学中的

需求和困难。根据沟通结果，我们设计了针对性的课程

内容，包括对中国画、剪纸、泥塑等传统艺术形式的教

授和实践。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我们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自

己的作品中。为了评估课程实施的效果，我们采用了一

系列的评估方法，包括学生作品分析、问卷调查、访谈

等。通过这些数据收集和分析，我们发现学生的美术作

品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他们在作品中更好地运用了传统

文化元素，表现出较高的创造力和文化素养。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认识和兴趣也有所提高，他们在课程学习中表

现出了较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然而，我们也发现了一

些问题，如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仍有待进一步优化，

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和教学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因

此，在未来的课程设计和实施中，我们需要关注这些问

题，并采取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提高课程的质量和效果。

结论

通过互动式、体验式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更深

入地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我们以

北京市实验一小为例，发现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传统文

化活动，学生对美术课程的兴趣明显提高，他们在创作

中能够更好地运用传统文化元素，表现出较高的审美水

平。融合传统文化元素的小学美术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取

得了显著的效果。通过对学生的作品和反馈进行分析，

我们发现他们在审美观念、创作能力、文化素养等方面

均有较大的提升。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课程实施过程

中存在一些问题，如传统文化的内涵挖掘不够深入，教

学资源分配不均等。因此，我们需要在未来的课程优化

中加以改进。我们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实践，不断完善

课程体系，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具有民族意识和审美

素养的小学生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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