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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元融合的小学水墨画教学优化实践研究
王向阳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实验小学，江苏 宿迁 223900）

摘要： 本研究聚焦小学水墨画教学，依据不同学段学生特点与认知能力，融合地方文化资源，构建多元融合的水墨画教学模式。通

过水墨画与地方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红色文化等相结合开展单元教学，并开发系列数字课程资源在县域农村小学推广，旨在提升学生

水墨画表现能力，构建多学科融合的教学范式，为小学水墨画教学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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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水墨画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瑰宝，在小学美术教育中占据重要

地位。然而，传统水墨画教学常面临形式单一、与学生生活联系

不紧密等问题。为激发学生对水墨画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本

研究探索多元融合的教学路径，将地方特色文化融入其中，借助

大单元教学与数字课程资源开发，提升小学水墨画教学质量。

二、小学水墨画教学现状分析

（一）传统水墨画教学模式的局限性

当前小学水墨画教学多以技法传授为主，侧重于临摹经典作

品，学生缺乏对生活素材的感知与运用，作品往往千篇一律，缺

乏个性与创意。学校缺乏专业国画专业美术老师，教学方法不够

创新，教学方式不够专业，很难深入开展水墨画教学。

（二）学生兴趣与参与度不高

由于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脱节，且教学方式较为枯燥，

学生对水墨画的学习兴趣难以持续，课堂参与度较低，限制了教

学目标的达成。学校除了社团外也很难有效持续开展水墨画教学，

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这也会导致大部分学生没有机会参与到水

墨画学习中，进一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多元融合的小学水墨画教学策略

（一）水墨画与地方自然资源融合

1. 有效发掘家乡湿地文化资源，精心设计水墨画学习活动

教师根据不同季节与地域特色，精心规划户外写生活动。比如，

在春季，带领学生前往洪泽湖湿地，观察桃花盛开、柳树抽芽的

美景。引导学生仔细留意形状特征，以及随风摇曳的姿态。在写

生过程中，教师先进行现场示范，带动学生实地观察和感受洪泽

湖湿地的花草树木的魅力，一边解决技法，一边把最真实的感受

通过毛笔表达出来。

开展“湿地精灵”主题教学活动。组织学生收集螃蟹、鱼、

虾等图片材料，并带领学生到湿地博物馆，近距离观察动物标本，

让学生用手触摸、用眼观察，然后尝试用墨汁和宣纸将其表现出来，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水墨画创作。例如，有的学生单独画出几只鸟，

有的学生画出荷叶、荷花等，有的学生画出螃蟹和水草，教师就

相机引导他们团结协作，创作出一幅富有洪泽湖湿地自然情趣的

水墨画作品。

2. 及时反馈教学效果，搭建更好的展示平台

通过教学，学生的作品更具生动性与生活气息，能真切地表

达对家乡自然景观的情感，同时提高了对水墨画笔墨技法的掌握

能力。主要体现在：

生动性提升：学生在户外写生中观察自然细节，如桃花颜色

渐变、柳枝姿态等，作品更生动地展现自然景观。在“湿地精灵”

主题活动里，利用湿地梨园开展写生并创作，使作品富有生活气息，

能更好地表达对家乡湿地美景的情感。

技法掌握增强：写生过程中教师的现场示范，解决了水墨画

技巧的教学，通过面对面的教学，让学生对笔墨技法的掌握能力

得到提高。

（二）水墨画与人文历史融合

1. 深入整理家乡人物历史，构建水墨融合育人举措

 以本地传统戏剧《泗州戏》为引导。教师先向学生介绍泗州

戏的起源、发展，如服装、道具、表现形式等文化内涵。然后，

让学生分组创作以泗州戏为主题的水墨画。一组学生描绘泗州戏

表演的精彩场景，他们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古代泗州戏样式、人物

的服饰特点，用浓墨重彩表现舞台上演员的神情和身姿；另一组

学生则以细腻的笔触展现泗州戏服装道具的画面，在画面中融入

自己的理解，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

深入挖掘本地历史名人故事。例如，鲁肃的故事，挂剑台的

由来等。教师讲述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诗歌风格及其在文学史

上的地位。之后，让学生根据对人物的理解创作水墨画，有的学

生以历史人物的生平为蓝本，用淡墨营造出空灵悠远的山水背景，

再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形象，使作品充满文化韵味。

2. 提升人文理解传承，培养民族文化自信

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加深了对地方人文历史的理解与传承，作

品富有文化底蕴，提升了艺术表现力与审美素养。主要体现在：

文化底蕴加深：以本地《泗州戏》主题创作水墨画，学生通

过描绘戏剧场景，或挖掘本地历史名人故事进行创作，加深对地

方人文历史的理解与传承，让作品富有文化韵味。

 艺术表现力提升：学生在创作戏曲或名人相关水墨画时，需

了解古代戏曲样式、人物服饰，或历史故事意境等诸多细节，这

使他们学会用浓墨重彩、细腻笔触等多样手法来表现主题，提升

了艺术表现力和审美素养。

（三）水墨画与地方红色文化融合

1. 结合红色文化设计教学，厚植革命红色基因

 组织学生参观本地的大王庄红色教育基地和淮北抗战纪念馆

等，如江上青革命烈士纪念馆。在参观过程中，教师详细讲解革

命烈士的英勇事迹、战斗场景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回到课堂后，

开展“红色记忆”水墨画创作活动。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用画

面表现英雄形象与精神，比如通过人物坚定的眼神、高举的旗帜

以及战火纷飞的背景来体现。有的学生在创作中，用浓重的墨色

表现硝烟弥漫的战场，用鲜艳的红色描绘烈士们的鲜血和飘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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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生动地再现了那段壮烈的历史。有的同学用细腻的笔触表

现红色文物，追忆当年的革命风采。

举办红色文化主题演讲与水墨画创作结合的活动。学生先进

行红色故事演讲，分享自己所了解的本地红色故事，然后根据演

讲内容创作水墨画。这样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也

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情感素材，使作品更具感染力。

2. 感怀革命红色事迹，培养伟大家国情怀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与民族精神，使水墨画成为传承红

色基因的有效载体，同时丰富了学生的创作主题与表现手法。具

体体现在：

创作手法丰富：学生通过参观红色革命纪念馆，思考如何用

画面表现英雄形象和精神，如用浓重墨色表现战场硝烟、鲜艳红

色描绘烈士鲜血和红旗，还通过演讲与创作结合的活动，丰富了

创作主题和表现手法。

情感表达深入：红色文化主题的创作加深了学生对红色文化

的理解，为他们提供了丰富情感素材，使作品更具感染力，也让

学生能更好地通过水墨画这一载体表达情感。

四、大单元教学形式与数字课程资源构建

（一）大单元教学形式

1. 单元主题规划

以融合地方文化资源的水墨画主题为单元，如“家乡印象——

水墨画中的湿地文化”单元。围绕该主题，设计一系列循序渐进

的教学子课题，包括素材收集、技法练习、作品创作与评价等环节。

2. 教学实施步骤

在单元教学起始阶段，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进行资料收

集与实地考察；中间阶段重点进行技法训练与创作实践，教师给

予个性化指导；结尾阶段组织作品展示与评价，促进学生相互学

习与反思。

（二）数字课程资源构建

1. 资源内容

包括教学课件、示范视频、学生作品展示平台、地方文化资

源数据库等。例如，录制教师写生示范视频，按照分类分期分批

通过公众平台推出，拍摄地方自然与人文景观图片、视频资料，

整理学生优秀水墨画作品并建立线上展示库。

2. 资源推广与应用

通过县域教育网络平台，将数字课程资源推广至全县所有学

校。既可以让教师根据教学需求灵活选用资源，也可以让学生自

主学习与交流。还可以作为部分不仅具备水墨画社团开展条件的

学校选为教程使用。

五、教学实践与效果评估

（一）教学实践

我们选取县内十几所城区和农村小学作为实践对象，在不同

年级开展多元融合的水墨画教学实践活动，为期三学年。我们组

织教师按照设计的教学策略与大单元教学形式实施教学，并充分

利用数字课程资源，使这一形式在县域得到了有效开展。并通过

开设研究课、示范课等方式，结合名师工作室活动，有针对性地

对个别学校和乡镇展开指导。

（二）效果评估

1. 增强教学实效，提升以美育人水平

增强文化理解与传承：通过融合地方人文历史和红色文化，

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可以深入了解本地传统节日的起源、习俗、历

史名人故事以及革命烈士事迹等内容，加强对地方文化的理解与

传承。

提升综合素养：在多元融合教学模式下，学生的作品主题更

丰富，表现手法更多样。他们既能提高对水墨画笔墨技法的掌握

能力，又能提升艺术表现力和审美素养，还能培养爱国主义情怀、

民族精神等综合素养。从作品的创意性、技法运用、文化内涵表

达等方面进行评价。对比教学实践前后学生作品，发现学生作品

在主题深度、表现手法多样性等方面有显著提升。

促进个性化表达：这种教学模式摆脱了传统临摹为主的教学

方式的束缚，学生能够结合自己对不同融合元素的理解和感受进

行创作，作品更具个性与创意。

2. 激发学习兴趣，发挥融合育人作用

通过问卷调查与课堂观察，了解学生对水墨画教学的兴趣变

化。结果显示，将水墨画与地方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红色文化

等结合，如以本地传统戏剧为主题进行创作，或是开展户外写生，

让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使学习过程更加有趣，能有效激

发学生对水墨画的兴趣。

3. 扎实推进教研实施，促进教科研稳步发展

教师反馈多元融合的教学模式丰富了教学内容与方法，数字

课程资源为教学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促进了教师自身专业成长，

提升了教学能力与课程开发能力。体现在：

丰富教学内容和方法：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中内容单一、方

法枯燥的状况。教师可以从地方文化资源等多个角度设计教学活

动，如组织参观、主题演讲等多种形式，让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促进教学资源整合与开发：推动了大单元教学形式和数字课

程资源的构建。教师能够围绕融合主题规划单元教学，还可以整

合教学课件、示范视频、地方文化资源数据库等内容，构建数字

课程资源，并通过网络平台推广，方便教学实施。

助力教师专业成长：为教师提供了更广阔的教学创新空间，

教师在设计多元融合教学活动、开发数字课程资源过程中，能够

提升自身的课程开发能力和教学能力。

六、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水墨画与地方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红色文化的

多元融合，大单元教学形式的运用以及数字课程资源的构建与推

广，有效提升了小学水墨画教学质量，提高了学生的水墨画表现

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养，构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多学科融

合的水墨画教学范式。

（二）研究展望

未来可进一步拓展多元融合的领域，如与现代科技、流行文

化等融合，不断丰富水墨画教学内容与形式。持续完善数字课程

资源，加强教师培训与交流，推动小学水墨画教学的创新发展，

让这一传统艺术在小学美术教育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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