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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索图像符号在美育中实现文化认同的有效方法，本文以苏少版七年级“耕牛·战马”单元为研究对象，采用教材分析、

符号学解读与教学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考察图像符号向价值认同转化的教育机制。教材通过“耕牛”与“战马”的符号重构，

将农耕工具与战争符号分别转化为劳动精神与奋斗品格的象征，形成从视觉感知到文化理解的美术研究。教学实践表明，以图像符号为

载体的跨学科阐释和主题创作能够有效引导学生从技法临摹转向文化表达，促进劳动教育与文化认同的深度融合。研究进一步提出，教

材需在图像叙事中平衡传统性与现代性，通过强化符号意义的开放性，为多元价值对话提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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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耕牛·战马”单元的图像符号解析
（一）插图设计的图像转换策略

1. 耕牛：从生产工具到精神图腾

在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中，耕牛被视为农民最主要的工作伙

伴。牛不仅是一种畜力工具，还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动

力之一，牛的身影在田野和乡村中随处可见。耕牛的劳作方式一

直被传承至今。

当代的艺术家们常常将耕牛的形象融入他们的雕塑和画作之

中。青铜牛是古代青铜器上最常见的一种动物题材。展示的青铜

牛雕像，其四蹄稳稳地踩在地面上，颈部向前延伸，这样的设计

不仅保留了真实牛的特点，还增加了一种庄重的感觉。

在苏少版七年级美术教材里，耕牛的插图不仅仅是为了展示

动物的外观。《五牛图》描述了五头牛，其中的牛角逐渐向上翘起，

肌肉线条显得非常有力量，这种画面隐喻了勤勉和坚韧的性格。

在初中阶段开展美育活动时，可以将这些传统文化符号作为

审美教育载体，引导学生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耕牛

从简单的劳作工具转变为文化象征时，学生更有可能深刻体验到

图像所传递的深厚情感。教材插图是知识传播和传递的载体之一，

也是一种独特而丰富的教学资源，这种教材插图的设计理念，为

将传统文化符号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实用的途径。

2. 战马：从战争符号到奋斗意象

在古代的艺术创作中，战马往往被视为战争与权利的象征。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战马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也

可以成为表达集体情感的符号。在教学过程中，众多的传统画作

都巧妙地将战马与战争场景融为一体，如《五马图》便是通过描

绘马匹的姿势以及牵马人的动作，展示出军事以及政治上的力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战马形象产生了变化。这样的表达

模式已经持续了数千年，直到现代教育开始为战马注入新的文化

意义。

同时，符号的意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学科综合视角下，

马被赋予了多种功能和象征意义。地理学课程利用战马的插图来

解释地形特征对交通发展的影响，而历史学课程则是通过分析马

具的演变来分析生产力的进步。这种多角度的解析方式增加了战

马标志的文化承载能力。这也为教师提供了更多可能引导学生发

现和创造新事物的机会，并在教学中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二）新旧教材对比：从“技法传授”到“文化生成”

在先前版本的教科书中，大多数插图都是根据步骤图进行绘

制的。这些方法通常被称为结构主义绘画法或图解教学法。例如，

在以“耕牛”部分教学时，会展示牛的身体结构的分解图，并用

直线和曲线标注轮廓，同时还会附带“先画牛角，再画牛腿”的

操作步骤说明。虽然学生有能力通过模仿来描述牛的外观，但他

们很少深入研究牛在农业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战马这个主题经历了更多的转变。随着时代变迁，这种单一

形象逐渐被动态的马所取代。在之前的教科书版本中，战马的设

计都采用了静态的侧视图，这样做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展示

马匹的肌肉结构等各种细节。在新的版本中，我们加入了一块汉

代的画像砖拓片，这幅拓片生动地展现了骑兵高高举起旗帜冲锋，

而马蹄则扬起尘土的壮观场面。除了马腿的移动轨迹之外，还会

引出了其他引人深思的问题：“古代壁画中为何总是能看到战

马？”“为什么马要奔跑时不回头？”“在当代社会中，人们是

否仍然依赖马匹来传递信息？”[1] 这样的设计不仅传授了绘画技

巧，还引发了对过去历史的深入思考。

二、教学案例分析 以苏少版七年级“耕牛战马”为例
（一）图像符号下“耕牛战马”的教学法设计

1. 感知阶段：从图像观察向价值认同转化

在感知阶段，教学的核心目标是引导学生从直接的视觉感受

转向对价值的深入理解。教师展示关于耕牛犁地的插图，其中老

农和黄牛共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布局。这样的构图手法展

现了劳动合作的和谐氛围，黄牛的低垂头部与其弯曲的背部共同

构成了视觉上的焦点。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使用了对比观察的方法来评估效果。老

师展示了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学生们观察到，在古代的绘画

作品中，牛通常呈现出静态的站立姿态，教科书里描述的耕牛则

展现出动态的发力模式。这样的区别揭示了农业文化标志从记录

生产到精神象征的演变。在教师的组织下学生们分组探讨，一些

学生观察到牛蹄被泥土深深地刻画，并认为这代表了他们在土地

上的坚韧性格。

实际教学案例显示图像观察能触发情感共鸣。在临摹练习中，

学生自发调整了原图构图比例，将耕牛形体放大至画面三分之二

处，这种创作倾向表明学生已开始理解形象背后的精神价值 [2]。

部分作业还出现将传统牛角纹样与现代齿轮结合的创新表现，印

证了图像认知向文化认同的转化过程 [3]。 

2. 分析阶段：符号意义的跨学科阐释

在分析的过程中，教师有责任指导学生从多个学科的角度去

解读图像符号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例如，在教材里关于“耕牛”

的描述，我们可以融合历史学科的农业进展知识，引导学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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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牛耕技术是如何促进古代社会向前发展的。学生们在查阅各

个历史时期的农耕工具照片后，意识到耕牛不只是一种劳作工具，

它还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和坚韧特质。这样的跨学科互动有助

于学生构建更为全面的认知结构。

在挖掘符号的意义时，我们还需重视其与现实的联系。教师

为学生分配了课后的任务，鼓励他们在家乡探索与耕牛和战马有

关的文化遗迹。学生分享老石雕耕牛的照片，并指明了牛蹄磨损

的地方被红绸绑住，以此来表达他对即将到来的丰收的期望。通

过这种真实案例的深入探讨，教材中的图像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

验产生了深厚的共鸣，从而助力学生形成对文化的认同。

（二）图像创生：从临摹到表达的实践升级

1. 基础：技法临摹

在美术学习过程中，模仿技巧成为学生的一个核心起点。然

后指导他们模拟自己的绘图，并根据图像的特性进行相应的调整

和修正。在教学环节中，教师会首先引导学生仔细观察教材插图

里的牛和马的外形，例如，如何通过牛的背部线条来展示其力量，

以及马在奔跑时四肢伸展角度。仅仅模仿老师展示的动作或技巧，

很难真切地体验到自己对于画面人物的情感和姿势的掌控。

经典的教学材料被认为是模仿的典范。为了帮助学生更深入

地理解马的精神，教师组织了一系列对比练习，使他们能够同时

模仿汉代画像砖上的战马和现代插画中的马形象。通过对不同历

史时期造型的观察，学生们意识到仅仅通过简练的线条就能有效

地传达出马的精神内涵。

经过一系列系统的培训，学生们逐渐从机械的模仿模式转向

了更为主动的思维方式。当教师对教学作品进行深入的解读和研

究时，他们会注意到许多细微之处存在的问题。例如，在展示“耕

牛”单元中，耕牛前腿的弯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其结构上的要求，

更多的是为了展示它努力向前的姿态。基于这个前提，他对自己

的创作进行了深度的探索和全新的诠释。这种理解方式使得临摹

不只是简单地复制，它已经成为理解图像符号的核心，为将来的

主题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升华层：主题创作

在创作主题的过程中，学生应该将所学的绘画方法与符号的

意义相结合，从而创作出有深度的艺术作品。教师首先会引导学

生仔细观察教材中的“耕牛·战马”插图，例如画中牛低头耕地

的动作和马奔跑时的肌肉线条，这样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这些细节

是如何表达勤劳和奋斗的感觉的。随后，教师将为学生分配任务，

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相似的话题。

在创作的过程中，教师会指导学生使用颜色来传达他们的情

感。老师要引导学生学会用色，这样才能让色彩更有感染力，也

能使学生感受到美术语言是如何与生活联系起来的。红色能够展

现出热情，蓝色则更适合传达科技的氛围。老师让每个学生画出

自己心中的马，再请同学们来做示范。

通过主题的创作，学生不只掌握了绘画的方法，更能深入地

理解了图像所蕴含的文化深意“我喜欢临摹。”正如教师所言：“模

仿是按照他人的描述，而创作则是将自己内心的感受绘制出来。”

所以我们要重视对美术基础课程教学的反思与改革，在课堂中渗

透传统文化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如今的美术教育不再仅仅是按

照书籍进行绘画，而是鼓励学生成为文化的传承者，用他们的画

笔讲述新时代的故事。

三、创新反思：教材文化表达的边界与突破
（一）劳动教育的图像叙事创新

在教材的插图设计中，劳动教育呈现出了新的展现形式。教

材里展示的耕牛图像不仅仅是简单地描述拉犁和耕作的过程，而

是通过牛的曲线和肌肉的凸起来传达力量。这样的变化首先引起

了学生对图像美学属性的关注，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勤劳和坚韧精

神特质的联想。

教材中插图的叙述手法也展示其跨学科的特性。展示耕牛的

图像时，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诗歌的书法部分，“锄禾日当午”这

句诗被用毛笔书写，并展示在田埂的设计上。当学生模仿耕牛的

形态时，他们会不自觉地与诗中描述的劳动场景产生互动。

（二）文化认同构建的双重性

在处理文化符号时，不同地域的教材存在明显的差别。北方

的教科书经常使用汉代画像石中的马车设计，以此来强调古老的

礼仪传统；南方的教科书更倾向于使用江南水乡的渔船，以凸显

其温和而精致的地域特质。

文化认同的双重性犹如一座桥梁，将过去与现在紧密相连。

教材中的插图既不能仅仅作为展示旧物品的展示馆，也不能完全

舍弃传统来进行创新。高质量的文化和教育应当让学生明白，他

们祖先遗留下来的物品并不是被压在箱子底部的旧衣物，而是可

以根据需要调整尺寸以继续穿着的新服装。在编纂教材的过程中，

我们不仅要深刻掌握文化的深层含义，还要细致地观察现代青少

年的日常生活。只有确保两端都得到妥善照顾，文化的传承才能

真正焕发生机。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教材的对比分析，新版本的单元在文化呈现上实现了显

著的进步。旧版的教材主要集中在线条技巧的训练上，而新版则

是通过跨学科的解释来建立文化的认同感。新教材重视对图像和

语言的学习，注重文本意义的解读。通过在教学案例中引入主题

创作环节，学生能够将他们的符号认知转变为个性化的表达方式，

这一做法与视觉素养的培养目标是高度一致的。

然而，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警惕避免对符号的过度解读，

以保持农业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变。

（二）教材优化建议

在教材里，可以添加更多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插图作为示例。

目前的教科书中的插图主要是静态的，但如果我们能融入动态的

图像设计，就能像连环画那样生动地展现耕牛和耕地的场景，这

将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劳动的实际情境。

在教材中，文化的知识还需要被更有条理地呈现。在每一张

插图的旁边，你都可以添加一个简洁的文本框，以便用学生容易

理解的语言来阐释这些符号的意义。例如，在战马的图案旁刻有“古

人用战马象征勇气，就像我们现在用奖状代表荣誉”，这样可以

让学生更容易记住。

在解读图像符号时，我们应当尊重学生的独特性。我们的评

价准则需要更为灵活，不应仅仅关注画作的外观，更应重视作品

是否传达了正面和积极的价值观。

在进行文化认同教育时，我们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

个平衡点。研究表明，在图像符号教育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在传

统与创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根据教学反馈，使用分层教学方

法的班级在符号的解读和创意表达上都比对照组表现得更好。建

议在未来教材的修订过程中，加入更多的数字化资源，并利用图

像识别技术来辅助符号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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