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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式一体：
基于西溪特色节日的“民俗版画”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蔡佳丽
（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  浙江杭州  310012）

美术新课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力求体现素质教育。版画课堂教学内容、题材、安排

缺乏整体性和地域性，学生缺少对西溪当地特色民俗的认知，导致学生创作时实践、体验、兴趣感不强。本文从三式：梳

理式、探寻式、升华式入手，将教材与西溪民俗特色节日整合为一体，开发校本版画教材，对“民俗”版画课程教学进行

有梯度的创新实践研究，从而丰富课程内容、教与学方式，促进多元化评价，让学生感受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魅力，激

发学生创作的兴趣，提升艺术素养，将特色的民俗版画分享给更多人。

三式一体；西溪五节；民俗版画；校本课程

1、望现状——版画社团遇瓶颈

学校开设版画课程，笔者与学生进行关于为什么选择版画
课展开了谈话，发现 25 名孩子里只有 5 名孩子是非常喜欢版
画才来报名的。

2、问真相——教学实践欠妥当

在进一步师生访谈、问卷后，笔者将原因归结于以下三点：
2.1  1. 教学安排缺整体，学生实践不足
第二册开始有版画有关的课程，但课时分布出现断层现象，

影响了学生对学习版画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掌握。
2.2  2. 教学题材缺地域，学生体验不真
虽然教材中涉及到人物、风景、静物的题材，但对杭州地

域特色优秀文化的介绍和利用比较少，教学的融入性、学生对
生活体验性相对不足，没有真实的感受。

2.3  3. 教学内容缺指导，学生创作不解
从教学内容看，有 6 课鼓励学生自行创作，但是对于如何

有效创作、实践操作的引导不足，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待提高。

3、闻价值——人文校园共建设

版画历史悠久，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一，被列为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毗邻于西溪，
将西溪五大节日的民俗融入到版画校本课程既有利于学生动手
实践能力增强，又能够提升学生对地域性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加深对家乡节日民俗的理解，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办学
特色。

4、切实践——三式一体化内涵

“三式”是版画课程开发实践的主线。一为“梳理”内容，
结合浙美版美术教材内容进行系统化梳理，跨课时、分重点设
计西溪五节“民俗”版画校本课程。二为“探寻”策略，以了
解地域文化、取景构图、技术实施为设计点，提高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体验感，让学生能系统深入学习版画。三为“升华”交流，
通过多元评价方式，多维度展示分享，为学校构建特色的人文
资源库。“一体”是将西溪五节融入校本课程，编辑教材。

4.1  梳理式：整合资源，构建体系
学生对缺少对版画的整体认知，需重新对美术教材中涉及

相关民俗元素的内容进行梳理，按照难易程度进行划分，编排

以下教材软版篇、木刻篇、拓印篇、综合篇；根据学生版画知
识与技能基础，对喜爱的西溪节日元素设定教学计划。

结合美术教材内容中的技法，寻找合适表现的媒材，通过
学习画稿、制版、印刷的课堂单元式课程学习，落实到每一单
元课题，夯实儿童的版画基础。

4.1.1  基于现有课程开发，融入教学
开发美术教材内容，一部分在原来课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

延伸，融入西溪节日民俗的内容开发课程。

4.1.2  基于地域文化开发，展现特色
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和生活经验，选择西溪节日中儿童感

兴趣的元素，开发西溪人文底蕴篇课程。
4.2  探寻式：摸索路径，玩转课堂
《美术新课标》提出要按照学生的年龄特点，分四个学段

设计相符的美术学习内容；第一学段需要学生尝试与体验，需
要教师拓展不同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尝试多种学习方式，为版
画创作打下好基础。

4.2.1  拓教学方法，着重地域文化熏陶
（1）图如其来：以欣赏提升品位

图像识别是美术基本素养。借助现有的表现西溪人文的作
品、典故、图片等，用图像识别向学生展示西溪独有的民俗，
为后期作品创作奠定审美基础。

（2）身临其境：以故事进入情境
每一节课以主人公讲故事的方式，用童趣化的声调带入课

堂，学生身临其境，感受西溪节日习俗的内涵，从故事中学习
构图以及版画技法。

（3）绘声绘色：以活动增强感受
一份合适的前置性作业能够培养小学生的自学主动习惯，

引导深入到西溪湿地，感受民俗所呈现的环境与活动。如：观
看“秋芦飞雪”，感受环境气氛。

《新课标》指出第二学段强调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作愿
望，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究拍照、取景、学习构图，为版画创作
中的创意构思打下基础。

4.2.2  启学习方式，侧重观察取景能力
（1）借镜观形：按快门丰富构成

摄影够提高学生的构图能力，间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经过复思考、取舍后才能有感受拍摄西溪浓郁的节日如火柿节
中采摘柿、柿子宴等气氛。

（2）匠心独运：取景框选择构图
取景框能锻炼学生用眼睛观察的能力，通过眼睛与大脑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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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筛选出合适的画面，极大解决空间问题。只有心中有底，才
能在创作绘画草稿的时候胸有成竹。

（3）外师造化：绘写生完善构思
关注学生写生构思学习的过程，能有效提高学生对地域自

然环境以及人文文化的感知，促进学生在“有意无意之间”重
新认识外部世界。

4.2.3  垦创作过程，注重综合实践能力
《美术新课标》中的第三学段强调运用、选择构思，发展

创作能力；第四学段强调培养学生探索方法，表现个性的要求，
安排三个创作层次感受地域文化、理解版画原理，创作版画的
过程。

（1）第一层次：在游戏中夯实基础
① 触觉感知，体验学习：体验式学习可以让学生运用各种

感官，让学生完全参与到学习中。通过触感，学生真实感受理
解版画凹凸的原理。学生会清晰地理解最后的画面都是由凹凸
组成而产生的。

② 与时俱进，转场图案：版画的拷贝还有多种方式：比如
复写纸拷贝、纹身贴背膜拷贝、喷墨香焦水拷贝。其中喷绘、
纹身贴在版画刀法练习课能够省下更多底版制作的练习时间，
也会更有趣便捷。

③ 妙趣横生，探玩新知：初次接触一种新工具时，教师设
计趣味游戏，引导学生学习用刀 / 尖状划笔，进行尝试探索与
练习，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探知兴趣。

（2）第二层次：在绘稿中体味传承
学生在绘画稿子时可以根据自我接受程度，对元素进行整

合创作。教师根据学生的不同绘画能力，对草图设计进行作业
分层。

① 惟妙惟肖，临摹式绘稿：《美术新课程》中提到应特别
重视对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部分学生可以通过临摹大
师画面，添加版画形式语言。

② 化零为整，写生式组合：美术课堂中需要将写生与创意
结合，留给学生自主思考创造的时间，学生在绘画草稿的过程
中体验大自然。

③ 心领神会，创意式想象：艺术作品源自然，化与心，抒
于情。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对节日的体验感受进行自
我创作绘制草图。

（三）第三层次：在创作中回归童真
儿童的美术创作源于童心，需要老师站在学生的角度设计

课程，激发学生的真实情感。
① 诗语儿歌，融合技法：教师寻找有趣的语言，童真引导

创作，将所要学习的版画技法编排成通俗易懂的儿歌更容易让
学生接受。

② 有的放矢，事必躬亲：教师可以微课，线下课上出示清
晰的每一步骤以及教具范画，不能全盘托出式的传授，需要举
一例子反三式让学生进行思考吸收。

③ 以刀代笔，情感升华：制版时，注重学生在刻划贴时候

的真实情感的表达，可以精雕细琢，可以豪放随意，印制时注
意操作协调缜密性，以此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

5、升华式：广泛交流，拓展分享

5.1  体验成功，多样化评价
课前通过前置性评价，点评学生作品中闪光点 , 普遍性问

题，促使学生对版画技法的掌握会相对更加牢固和有序。课中
通过过程性评价，引导学生关注草图过程，印刷步骤、版画特
有的印痕语言。课后通过多主体评价 , 小组互评，自我审视，
同伴微信等体验创造美，学会欣赏美。

5.2  展示成果，多元化分享
（1）“趣艺访西溪”展示厅：为学生搭建作画平台，在校

园内以及周边社区，展示学生课堂优秀作品，将本土传统文化
氛围融入校园与社区。

（2）“渐入西溪境”公众号：在校园公众号内设立板块，
推送优秀作品。让作品的展示突破时间空间的局限，同时让更
多的人欣赏到学生的作品。

（3）“西溪泱泱来”赠友会：印制西溪节日相应的明信片、
环保袋等衍生产品分享给师友亲人，让更多人了解西溪节日文
化。

5.3  辐射带动，多学科交融
“西溪复何所”资源库：该课程体系下所做的文字、摄影、

美术作品等资源库为其他学科课外拓展教学提供便利，运用于
其他美术形式教学、语文学科、综合实践课程等。

6、悟思行——版画校本课程实施的后续思考

6.1  关注对象，完善研究体系
 版画的课程的研究对象针对于中高年级学生，缺少对低段

年级的关注。后期可深入区分年级段，编排低年级学生容易接
受的版画课程。

6.2  以生为本，把握技能梯度
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理解能力与绘画基础，接受的新知识

技能程度不同，对作业最终画面要求与效果进行分层。可以适
度放慢课堂的脚步，练习巩固，逐步引导学生“入门”。

6.3  继续学习，夯实人文基础
版画的媒材还需要教师对专业技能进行深入挖掘与探索，

找到适合儿童的表现媒介，不断创新形式。同时教师也需要深
入研究，对“民俗”进行深刻体验与剖析，以更加真实的情感
体验带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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