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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术是人类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

民的智慧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小学教育中，德智体美劳中的

“美”作为全面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用作是作为一种

视觉艺术，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美的观察，培养他们的欣

赏能力。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国情指出我们需要建设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就要求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民间传统

文化。只有培养小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才能增加对民

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1  传统文化在小学美术教育中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性

1.1民间传统文化与小学美术息息相关

民间传统文化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民族或群

体繁衍生息的标志，是上下五千年时间洪流中遗留的宝贵财富。

民间传统文化中还包含了诸多的道理与智慧，对于培养人们美好

的品格具有积极作用，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中“德育”全

面发展的重要方法。而美术教育是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小

学美术不是为了培养未来的画家，而是培养学生的艺术细胞，增

加他们的审美能力。民间传统文化与小学美术在培养学生综合素

质能力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息息相关[1]。

民间传统文化促进了小学生对美术的学习，美术促进了小学生对

民间传统文化的理解。但是，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

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因为美术作为不能为成绩加分的科目，与

传统文化一样面临着不被重视的尴尬局面。因此加强社会对于民

间传统文化与小学美术的重视程度是当前的重点[2]。

1.2民间传统文化促进美术教育

在小学美术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不应该只注重对于小学生绘

画技能方面的培训，更应该注重的是相关文化的学习，进一步提

升小学生的道德文化素养。而通过优秀的美术教材我们可以得知，

美术与民间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作为一位小学美术教育从业者，

需要从小学美术课堂着手，将民间传统文化与小学美术紧密结合，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以及学习质量，让社会认识到小学美术与民

间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魅力及重要性。通过对美术的学习和了解，

激发学生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喜爱和保护。

2  将民族传统文化融合在小学美术的教育教学过程中

2.1将小学美术教育与传统民族节日相融合

传统节日是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了民

间传统文化的诸多习俗，是民间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3]。传统节

日通过特定的传统物件和习俗表达出传统文化。像春节、中秋节、

端午节等传统节日都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盼望。将传统

节日与小学美术教学相融合，可以提高小学生对生活的感悟，加

强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以我国的传统民族节日——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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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而赏月和吃月饼更是中秋节的

精华所在，家家户户都会在家赏月、吃月饼。小学美术老师在教

育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合理的将传统民族节日的概念引入到教学内

容中去，以人教版小学美术一年级第四课《分一分 变一变》一课

为例，教材中引言部分写到：“画个圆“蛋糕，切成新形状。”教

师可以让学生进行联想这个圆圆的蛋糕是不是很像圆圆的月亮

啊？那月亮什么时候最圆呢？我们又在什么时候赏月呢？学生很

快就会说月亮在中秋的时候最圆，我们在中秋的时候赏月，教师

可以让学生回忆与家人一起过中秋的情景，同时向学生询问中秋

节除了赏月之外还有哪些习俗啊，同学们很快就会想到吃月饼，

月饼也是圆形的，可以让小朋友在纸上画出。同时让学生利用橡

皮泥等工具自己练习制作月饼，并将做好的月饼进行展示，然后

将月饼分割成自己喜欢的形状。这节课既将我国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融入到了教学内容之中，同时又符合将圆形进行分割，摆

成有趣图像的教学目标。同时还培养了小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

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并且加深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4]。

2.2将小学美术教育与传统审美相融合

老师在小学美术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要注重将民间传统文化和

课堂结合。比如，学生在学习中国画的时候，教师可以通过投影

仪等现代科技设备，向学生们介绍中国画的起源、发展过程等。由

于小学生年纪较小，不可能让其进行中国画的创作，但是教师可

以使用相关多媒体技术在课堂上带着学生一起鉴赏国画名家的作

品，例如，齐白石的虾，黄胄的驴，李可染的牛以及徐悲鸿的马

等。让小学生们意识到中华画蕴含的精髓，再深入了解到民族传

统文化的重要性。使他们知道民间传统文化，了解民间传统文化，

爱上民间传统文化。再比如教师讲述到“剪纸”课程的时候，可

以将课程内容的重点围绕民间剪纸的背景介绍，将与剪纸关联的

民间传统文化也要进行着重讲解。我国的民间文化中很多都涉及

到剪纸这一项技能，例如在窗户上贴的窗花，男女结婚时贴的

“囍”字，都是通过剪纸完成的。教师可以教会学生怎么剪出一个

漂亮的“囍”字[5]，将民间传统文化渗透到小学美术课程之中，

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加强传统文化在小学美术教

育中的融合，通过感觉中国元素，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以及学习

兴趣，提高学生对于小学美术教育的自主学习能力。

2.3因材施教

不同学生有不一样的特点，不同年级的学生思想认知也是不

一样的，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都是不一样的。教师可以根据学生

的认知特点和兴趣爱好来对教材进行研究，寻找能够融入美术教

学的民间传统文化，激发出学生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好奇心理。不

仅能提高学生对美术学习的兴趣，而且能提高学生对民间传统文

化的认知。例如，对于一年级的小学生，他们对事物的认知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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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以剪纸等具象形式来实现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渗透。剪纸技

术在我国流传的历史悠久，蕴含着丰富的风土人情。色彩鲜

艳，材料简单，符合一二年级孩子的认知特点[ 6 ]。首先，可

以要求学生准备剪纸材料，教师讲述一些与剪纸有关的故事，

接着在课堂上讲述一些与剪纸有关的历史有趣故事，着重介绍剪

纸的历史背景，我国的剪纸文化历史悠久，先秦时期人们就已

经开始在兽皮以及青铜器上对事件进行记载，汉代时期，纸张

的出现使剪纸文化彻底形成，而到了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可以

利用剪纸技艺剪出各种美丽的花纹和图案，通过介绍剪纸的文化

背景，让学生更好的产生民族自豪感以及民族归属感，同时激

发学生的兴趣，拓展学生的知识。然后可以让学生们发挥自己

的创造力，剪出自己的窗花，提高自己的创造力。最后老师和

小学生们选评出最好看的窗花，并且邀请作者谈谈剪窗花的感

想。加强学生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培养，并且促进了整个传统文

化传承。

2.4加强小学美术老师的综合素质

小学美术老师在小学美术的教育教学中占有很大的作用，师

者，传道受业解惑，所以要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水平。可以邀请

专业的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到学校给美术老师进行讲解，组织小

学美术老师全面的学习民间传统文化知识。提高小学美术老师对

民间传统文化的认知。另外，民间传统文化不仅仅局限于书本，小

学美术老师也需要走出课堂，接触民间传统文化的熏陶[7]。只有

自己融入传统文化之中，才能掌握正确的教学方法，才能将民间

传统文化与书本相融合，进一步提升自我素质与修养。

3  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美术教育教学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发扬与传承

有着重要责任。民间传统文化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也能成为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社会的发

展，人们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意识不断降低，民间传统文化的发

展也日益困难。这就需要小学美术教师在日常授课的过程中，

将美术与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向学生传达民间传统文化，实

现精神文化与道德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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