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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公共艺术（美术）欣赏课与民间美术交融方式探析
——另辟蹊径，中职公共艺术教学方式新探索

李　波　鲁　涛

（临沂市郯城县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山东 临沂 276100）

摘要：创新是一个民族乃至国家甚至是全人类发展的命脉，

艺术教育的使命和本质是开拓人的思维、植入创新意识和能力。

本文就职业教育中美术欣赏教学与职业学校的性质、培养对象以

及培养目的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让民间艺术融入到教学活动作了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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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术欣赏教学的意义

美术教育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出社会文明的水

准，也体现出现阶段教育水平的高低。美术创造的一个最大特点

是存异，也就是创新。学生通过学习美术基础知识，熟知审美特征，

理解不同作品之间表达的情感思想与人文环境的差异，感受美，

从而获得身心的愉悦和欣赏经验，不断开阔自身审美视野，提高

综合审美能力，开发创新思维，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

界观。而创新能力和个人综合素质的不断提升，对学生未来的职

业生涯规划和个人发展前景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中职学校及学生现状特点及其培养目标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中职院校的教育地位也在不

断的提高，中职公共艺术（美术）课程作为中职院校中重要的教

学内容，公共艺术教学活动的开展，是有效提升中职学生能力的

重要方法，对中职学生的核心素养提升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职公共艺术（美术）课程教学中，美术起源和发展及相关

理论知识的学习对于学生来讲，是比较枯燥的，学生学习兴趣就会

降低。教学方法单一，主要运用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的灌输式教

学法，违背了艺术教育课的初衷，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与创新能力。

那么，在中职学校公共艺术教育中，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进行

美术教育呢？这就要求课程不但要与本土社会资源有效结合；而

且要与与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充分融合；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校本教材，让教材“活”起来，变得有趣味性、实用性、

发展性。有效开展公共艺术美术教育活动，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增加地方特色民间美术形式，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操

民间艺术花开百支，种类繁多，要有针对性的选择独具地方

特色的、学生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如我校所在地区，我选

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旋玩具、柳编、

草编等艺术形式，唤起了他们学习的兴趣，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课时进行过程中，同学们既能认真的听讲又能积极地完成作业，

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在学习过程中轻易地唤起他们的热爱家乡、

热爱自己的民族的情感，恰恰符合了我国现阶段对学生爱祖国、

爱民族的德育要求。

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能够传承下去的决心，是我

对学生学习的第二个要求，受网络文化的影响，现在的学生对传

统文化不感兴趣，甚至排斥，我选用了学生最感兴趣的民间美术

形式，让学生对它们不再陌生，用来唤起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民

族自豪感，尤其是在讲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旋玩具时，

学生在直观的欣赏中和再现感受中逐渐了解了民间美术作品的基

本构成元素等美术知识，通过对木旋玩具的传承与兴衰的了解，

以及我国对民间文化艺术的大力保护，一节课上完同学们意犹未

尽，自豪感和崇敬感洋溢在每个学生的脸上，使爱家、爱国的民

族自豪感得到了升华。

（二）在请进来、走出去的新教学形势下，培养学生的创造

意识

中职学校的公共艺术美术的教学，需要体现出校本特色，不

同职业学校的不同性质，也决定了学校对于教学的要求与普通教

育学校的不同。因此，在美术课的课程设计上，一方面我采用了

请校外的民间艺术家到校上课、指导创作的教学模式；另一方面，

通过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投身于民间艺术怀抱，深入了解民间艺

术的产生、发展与困境，有计划地引导学生从事简单的美术创作，

像制作简单的木旋玩具、柳编、草编等能体现出学生的动手能力

又能体现学生的创新能力的作品。将美术课程中的教学内容与学

生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通过具体实践去领悟民间美术的

独特价值，同时让学生对学习美术产生兴趣，增进他们的学习信心，

解决学习动力不足问题。

（三）教学内容要与社会需求接轨要与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

段充分融合

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富有创造力的复合型人才，让教学内容

贴近学生将来实际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美术教育强调的是美术创造，这就要求教师变换已有的承

袭多年不变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要多变，教学手段要灵活。教

师要根据教学进度有序地引导、强化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学习能力，

使的学生的创造意识和表现能力与实践相结合。现代社会是一个

开放型的网络型社会，教师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创建

空间、群组、慕课、翻转课堂等网络课程和新型授课方法和学生

喜欢网络、思想先进结合起来，充分发掘出学生学习兴趣点，让

学生感受到网络的魅力，给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学习观。培养学

生的创造动机和创新精神，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和创造

能力，在解决问题时有充分的自由性和独立性，勇于尝试新办法。

三、结语

通过上述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欣赏教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综合性的活动，无论学校性质是怎样的，我们美术教师在进行相

关教学的过程中，应该从本校实际情况出发，了解学生学习特点，

转变教学思维和教学方式，利用身边有利条件和现有的各种教学

工具，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才能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自

出学习和创新适应能力，学生得到全面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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