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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经典：传统文化融入小学美术课堂教学实现路径研究
魏　荧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实验学校，上海 201906）

摘要：在小学阶段的美术教学中，为了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增强教学效果，需要对教学理念进行更新，优化实际的课堂教学内容，

在其中融入新的教学元素，从而保障美术教学的良好发展。本文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论述了传统文化融入美术课堂的重要性，分析

当前的美术课堂现状，并提出针对性教学策略，为小学美术教学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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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美术教学的开展，不仅有助于学生情操的培养，也有助

于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属于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习近平总书记

曾多次强调新时代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提升人民的凝

聚力、向心力。二十大报告更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

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就要求我们在基础教育开始就要不断渗

透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承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小学美术课

堂就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但从当前阶段开展的

美术课堂教学来看，由于全球化趋势及多媒体发展的影响下，发

现很多教师忽视传统文化类教学，学生也对传统文化学习兴趣不

高，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可以将在其中适时的融入传统文化，

实现应用学习问题的同时，更好的弘扬传统文化，帮助学生更加

直观的感受到文化的魅力，推动小学美术教学的长远发展。

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美术课堂的重要性

（一）优化教学效果

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美术课程受到的重视不足，包括学生、

家长以及学校等层面，以上问题的出现，阻碍了美术教学的开展，

其教学活动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另外，在日常的课堂活动中，许

多学生缺乏对美术学科学习兴趣，实际的课堂参与度较低，大大

提高了美术教学难度。在美术课堂中适时的融入传统文化，有助

于教学内容的丰富，提高教学的趣味性，使学生积极参与到知识

的学习中。基于学生的年龄特点，该方法的开展符合学生需求，

使其积极融入到美术探究中，实现教学效率的显著提升。

（二）推动全方位发展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教师不仅需要注重基础知识的讲解，

也需要关注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实现其全方位发展。在小学美

术课堂中融入传统文化，推动了学生的全方位发展，当前环境下，

价值对学生兴趣的养成愈发重视，其中舞蹈、美术等，受到家长

的广泛认可，课堂教学的成效会直接影响到家长对教学活动的满

意度。因此，在小学美术课堂，需要注重传统文化的融入，实现

教学效率提高的同时，更好的弘扬传统文化。学生通过美术课堂，

不仅可以掌握有关美术的知识，同时可以接触到许多传统文化元

素，更好地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目标。

（三）提高民族自信

伴随着国际交流的密切，西方文化对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许多学生受到影响，导致出现盲目推崇西方文化的问题。在小学美

术课堂中，可以通过传统文化的引进，提高学生的个人认知，更好

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该过程中，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帮助学

生了解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产生情感共鸣，从而提高民族自信心、

自豪感，积极投入到美术课堂的学习中，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传统文化融入小学美术教学的现状

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具有良好的教学价值，在美

术课堂中融入该元素，有助于教学内容的丰富，提高学生的美术

修养，更好的传承传统文化。当时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存在一

些问题，阻碍了教学效果的提升，具体表现如下。（是否可加一

些由于全球化趋势影响，教师和学生对西方艺术更加感兴趣，比

如动漫等）

（一）教学方式单一

传统文化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在其中具有较多的实践和创

新元素，在实际的教学渗透中，需要注重实践教学的开展。但在

实际的美术教学中，在传统文化的融入环节，教师没有关注其具

有的实践性特点，大多情况下教师借助理论教学，为学生布置相

关作业，开展课堂活动，实际的教学效率较差。同时，由于教学

活动的针对性不足，没有提高对天赋较差学生的关注，在传统文

化的融入中，往往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压力，阻碍教学效果的提升，

影响到美术课堂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效果。

（二）教师素养不足

为了实现教学效果的提升，教师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

从而更加得心应手的处理教学问题，不仅需要掌握美术知识，也

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其中包括文化内涵、来源等方面，只

有这样才能实现传统文化和小学美术的有机融合。但在当前阶段

的美术课堂中，大多数教师具有较强的专业素养，但传统文化的

知识储备不足。在实际的教学融合中，融入出现理解较差的情况，

导致传统文化与美术课堂的融合度较低，以上问题的出现，不仅

无法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甚至对教学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三）学生理解困难

在现阶段的小学美术课堂中，许多学校注重传统文化的融入。

但根据教学实践活动，发现部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较差，只

是简单的了解节日或者典故的由来，并没有发掘其内涵。首先，

由于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较小，知识的接受能力不足，在学习美

术知识的过程中，常常遇到问题，很难进行课外知识延伸，缺乏

传统文化的传播意识。其次，部分教师在美术课堂中，要求学生

对传统文化知识进行死记硬背，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导

致教学效果较差。最后，在美术课堂中，部分教师没有从学生兴

趣出发，忽视教学和兴趣之间的关系，导致部分学生在学习知识

时出现理解困难。

三、传统文化融入小学美术课堂教学的策略

（一）转变教学理念，融入传统文化

在小学阶段的美术课堂中，教师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注重

美术学科与传统文化的融合，通过新型教学方式的使用，在美术

课堂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调研其实际情况，更好地传播传

统文化。在实际的教学融合中，教师需要考虑到学生状态，为其

提供更多的思考和学习空间，借助情境教学的开展，在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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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适时的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从而

实现教学质量的显著提升。

另外，在美术课堂融入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需要做到潜移默化，

实现教学的巧妙融合。在美术学科中刻意融入传统文化，往往会

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教师需要在美术教学中潜移默化的

融入传统文化，才能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使学生从内心

出发，对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探知欲望。例如，在美术课堂的教

学活动中，在涉及到刺绣工艺的内容时，教师可以从刺绣的历史

出发，对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更好的讲解刺绣工艺，帮助学

生了解刺绣的发展历史，使其找到教学的切入点，在日后的生活、

学习中主动参与到传统文化的学习中。

（二）重视技能传承，感悟传统文化

在美术课堂的教学活动中，技能教学占据重要地位，学生技

能的提升，有助于其美术能力的发展。教师在实际的美术技能传

承中，需要在其中适时的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帮助学生在课堂活

动中更好的感悟传统文化，鼓励学生在美术作品的创作环节，巧

妙的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显著提高作品的感染力，通过以上活动，

可以提高小学美术课堂的吸引力，使学生积极参与到知识的学习

中。

例如，在教学沪教版小学美术《感受民间艺术》的教学中，

教师需要在讲解其中涉及的窗花内容，引导学生观察窗花作品，

增加其对相关技艺的理解，并教学基础的窗花制作技能，鼓励学

生参与到动手实践中，更好地推动传统文化和窗花的有机融合。

学生需要依照自身兴趣出发，制作相关的窗花作品，更加直观地

感受到传统文化具有的魅力和特点。同时，教师需要在美术课堂中，

营造传统文化浓郁的环境，借助相关音乐的播放，更好的渲染气

氛，舒缓学生的学习压力，使其积极融入到窗花的制作环节。另外，

教师也可以准备不同样式的窗花，帮助学生了解其含义，如双龙

戏珠是一种很常见又很富代表性的窗花装饰图案，彰显出富贵吉

祥的内涵；牡丹花具有如意吉祥的寓意等，这些不同的图案表现

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通过以上教学活动的导入，可以加深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实现课堂质量的显著提升。

（三）挖掘教材内容，扩展学习视野

在美术教材的组成中，传统文化艺术属于重要组成，其中在

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包含木版画、水墨画等，具有极为丰富

的表现形式。在实际的美术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需要注重学生

绘画技能教学，实现其绘画能力的提高，也需要注重其审美能力

的提升，帮助学生更好的感悟传统美术魅力，拓宽其学习视野。

另外，在美术的欣赏课堂中，需要注重教材内容的挖掘，形成具

有特色的美术资源，帮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传统文化，提高

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具备丰富的学习视野，引导学生从包容

的角度看待事物，以辩证的思维分析事物。

（四）借助传统节日，加深知识理解

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较小，对新鲜事物存在较强的探知欲望，

对传统节日的兴趣较为丰富。因此，教师可以借助传统节日，完

成活动主题的设计，并规划相关活动。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许

多教师在课堂中将美术知识的讲解作为主体，忽视传统节日的融

入。为了更好地改善以上问题，教师需要在教学中适时的融入传

统文化，开展相关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更好的探知传统节日，通

过实践活动的开展，为学生带来更好的知识体验，提高其知识储备，

形成更好的民族归属感。通过以上活动的开展，可以帮助学生更

好的感悟传统节日的魅力，积极参与到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推动

学生的良好发展，更好的弘扬传统文化。

（五）提高教师素养，优化课堂教学

在美术课堂的教学活动中，教师的素养会直接影响到课堂教

学质量。为了实现课堂质量的提升，需要注重教师综合素养的显

著提升。因此，在课堂教学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学校需要制定

相关组织方案，开展定期的教师培训，加深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只有提高教师素养，才能更好地感悟传统文化魅力，为教学活动

的开展奠定基础，培养学生的知识储备。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适时的融入传统文化，为学生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氛围。

学校在教师的聘请环节，不仅需要分析美术教师的教学水平，

也需要调查其传统文化储备，从而更好地适应当前时代，发挥小

学美术教育的文化传承效用。在教育的开展阶段，教师需要注重

探寻传统文化与美术课堂的契合点，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更好的应用自身学习时间，从而取得良好的课堂教学成效。

（六）丰富实践活动，弘扬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小学

美术课堂中，教师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注重传统文化的融入，

提高学生的学习体验，更好的弘扬传统文化。此外，教师需要注

重实践教学的开展，在其中适时的融入传统文化，引导学生借助

课余时间，前往当地美术馆进行参观，对其中摆放的美术作品进

行观察，并依照相关作品，为学生介绍传统文化的内容。通过以

上活动，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象，也需要其在传统文化

的熏陶下，实现其素养的提升。

教师可以在班级活动中，开展有关传统文化的竞赛活动，鼓

励学生参与其中，更好的展露自身掌握的美术知识，根据相关主题，

进行各类美术作品的创作，更好的彰显自身才华，如水墨画的完

成、窗花的制作等，更好的弘扬传统文化。学生可以在竞赛活动中，

需要积极参与其中，也可以鼓励学生以小组的方式参与，对表现

优异的学生予以鼓励，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的理解传

统文化知识。

例如，在教学沪教版小学美术《有韵味的水墨画》的内容时，

教师可以通过实践教学，帮助学生掌握笔墨的实际用法，通过游

戏的形式，鼓励学生参与到实践活动中。通过在画纸上随意画上

一笔，通过反复的联系，加深对水墨颜色的认识，从中感悟到水

墨画具有的独特魅力。通过实践活动的开展，可以加深学生对水

墨画的认识，在绘画活动中认识到墨色的深浅、浓淡等都会影响

到水墨画的表现效果，从而更好地投入到水墨画的创作环节。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融入小学美术课堂，可以取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实现教学的成效的多元化，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创

新教学方法以及传统文化的弘扬等。在小学美术课堂环节，教师

可以通过教学理念的转变、技能的传授等方法，实现传统文化和

美术教学的有机融合，显著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更好的弘扬传

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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