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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基于传统文化的初中布艺课的开展探究
徐　辉

（江苏省连云区连云港市东港中学，江苏 连云港 222042）

摘要：在当下的教育领域，随着新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的不

断深入，不论是在小学阶段还是初中阶段学生的学习内容都有所

增加，而且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化课的学习。在初中的教育教学实

践中，布艺课逐渐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布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初中布艺课

的开设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布艺教师纷纷创新自

己的教学模式，力求使学生能够以更多的热情投入到课堂的学习

实践活动中，从而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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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阶段是学生进行学习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学生养成良

好学习习惯的重要时期，对学生的学习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初

中阶段学生的学习任务开始增多，面临着中考的压力以及激烈的

学习竞争有的学生已经对学习产生了厌烦，甚至是厌学。在此基

础上，各个学校纷纷开始开设一些积极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布艺

课源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其在当下的教育领域已经成为学生们

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布艺，学校开展布

艺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学生心情得到放松，进而更好地融入其

他课程的学习。基于此，我们主要介绍了我国当下基于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初中布艺课开展的现状，并提出了几点关于基于传统文

化的基础上开展初中布艺课的具体实施策略。

一、我国当下基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初中布艺课开展的现状

在初中阶段布艺课的实践教学过程中，虽然布艺课对于学生

来说有巨大的优势，但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仍遇到了一些阻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下很多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比较偏年轻化，对于

传统文化的布艺并不是熟悉，学校在布艺的授课过程中缺乏专业

的教师。

（二）布艺课很难得到家长的认同和支持。当下学生面临着

激烈的学习竞争和升学竞争，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过分看

中学生的文化课成绩，认为布艺已经过时，布艺课是在浪费时间。

家长的这种观念，严重阻碍了初中布艺课的发展进程，从长远来

看也不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

二、基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展初中布艺课的具体实施策略

（一）构建专业的初中布艺课教师队伍，为提升教学质量奠

定基础

布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在其中的文化也

是博大精深，学校要想开设布艺课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流传，

就必须先组建专业的布艺教师。在初中布艺的教学实践过程中，

布艺教师多由其他学科教师兼任，在布艺的内涵并不是很熟悉，

不能够将布艺的精华传授给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阻碍了初

中布艺课的发展。例如，教师在教授学生“钥匙包的制作”时，

不专业的教师指挥引导学生普普通通缝制一个钥匙包，而专业的

布艺教师会教授学生怎样去选取钥匙包的布料以及怎样缝制可以

让钥匙包既精致又耐用，从而让学生发自心底去喜爱布艺课。

（二）创新布艺课的教学形式，让学生进行实践活动

布艺课是一门理论大于实践的课程，理论是学生学习布艺课

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实践操作才是布艺课的精华所在之处。在初

中布艺课的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绝不可以使用传统的填鸭式教

学手段，这样就会让布艺课失去其本意，也达不到弘扬传统文化

的目的。教师必须不断创新布艺课授课方式，引导学生多进行实践。

例如，在学习“笔袋的制作”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在课下带来

一些小碎布和针线，在课堂上实际制作一个笔袋，教师可以在实

践中发现学生缝制得是否恰当，进而更好地指导学生。

（三）转变家长对布艺课的认识，提倡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

布艺课

布艺课最大的阻碍无疑是来自于家长对其的不认可。所以，

学校要开设布艺课首先要先转变家长对布艺的认识，进而由家长

和学生共同指导学生进行布艺的学习，家长对布艺的了解远远大

于学生，家长对学生布艺的指导会让学生对布艺的学习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例如，学校可以借助召开家长会的形式和家长交流

对学生进行布艺学习的看法，进而提起家长对布艺学习的重视，

进而达到弘扬布艺文化的目的，也为初中布艺课程的开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三、结语

总而言之，布艺课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被淹没，布

艺课的出现既可以帮助学生牢记传统文化，又可以让学生在布艺

的实践活动中感受到心情的愉悦，但是具体的教学模式仍需要初

中布艺教师进行不断地探索，这样才能为其不断向前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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