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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飞速发展，让世界日新月异，也改变了人们

的日常生活习惯与社会人文风俗。我们国家历史文化悠

久，民族文化深厚，民族文化种类精彩纷呈，但在当下

的社会快速发展中，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被时间的洪流

冲刷得所剩无几，遗留下来的更是面临生存困境。民间

艺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得到我

们的关注与重视。1

民间艺术是来源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创

作，是平民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带有平易近人、喜闻乐

见的特点。民间艺术是我们祖辈们智慧的结晶，一代代

传承下来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民间艺

术在当下的快节奏发展中，面临着极大的冲击，生存与

发展变得困难重重。作为滋养我们民族发展、壮大的民

间艺术应该得到保护与发扬光大。在当下国家积极推动

民族文化复兴，民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我们

应该积极挖掘民间艺术的创新性继承与发展。以彩绘泥

塑为例，彩绘泥塑作为一门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深受

人们喜爱，它是一种以粘土作为主要材料进行塑形，待

干燥后，再施以彩绘的民间传统工艺雕塑作品。在当下

被城市中的钢筋水泥包围着的孩子与泥土的关系变得疏

离，孩子与电子产品的过多接触也导致近视的人数一年

年攀升。泥土是滋养生命的母亲，孩子的天性是非常愿

意与泥土亲密接触的，如果将彩绘泥塑与美术教育相结

合，让孩子与泥土进行亲密接触，能够利用彩绘泥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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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孩子与泥土的关系，让孩子通过泥土感受大自然的奇

妙，从而释放孩子的天性，减少与电子产品接触，是一

种自然美育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将彩

绘泥塑与美术教育相结合，既让孩子亲近自然又让民间

艺术“彩绘泥塑”得到继承与发展的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一、民间艺术“彩绘泥塑”的发展

中国的泥塑在新石器时期已经出现了，在进行史前

文化考古就已多次发现，例如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

的距今六千至七千年前的陶猪、陶羊。还有河南新郑裴

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七千年前的古陶井、泥猪、泥

羊头等。距今约七千年至五千年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

化均发现了陶瓶、盆、罐的口沿堆雕刻画的人面塑像。

在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五千年前相当

于真人大小的女神头像彩塑，是中国现今发现的最早的

彩绘泥塑。殷商时期也有泥塑人像，例如史记 . 殷本纪中

写道“殷商时代，帝乙为偶人，谓之天神”，其中的偶人

便是泥塑人像。春秋战国时期的《战国策 . 齐策三》中的

《苏秦谏阻孟尝君》中的：今者臣来，过于缁上，有土

偶人与桃梗相与语。”其中的土偶人便是泥塑人像。秦朝

时期，彩绘泥塑水平越来越高，例如秦始皇陪葬墓中栩

栩如生的兵马俑便代表了秦朝彩绘泥塑的高超水准。彩

绘泥塑在汉朝也已经是重要的艺术品种，考古工作者从

两汉墓葬发掘了许多彩绘泥塑文物，例如西汉彩绘泥塑

女俑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佛教

传入和发展，盛行佛像，促使了彩绘泥塑的兴盛，同时

在此时期，彩绘泥塑名家辈出，这一时期彩绘泥塑佛像

的代表有甘肃敦煌莫高窟南区第 259 窟北魏彩绘泥塑佛

像，形象生动、造型繁复，色彩明亮，甘肃麦积山的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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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佛像也代表了南北朝时期彩绘泥塑的绝妙技法。唐宋

时期彩绘泥塑已达到顶峰，唐代的雕塑圣手杨惠之便是

唐代的杰出代表，宋代时期大型的宗教题材彩绘泥塑继

续发展，同时小型的与百姓生活相关的彩绘泥塑也发展

起来，规模、种类更加大众平民化，例如北宋时期东京

著名的泥玩具“磨喝乐”是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

都会在七夕期间买回去供奉玩耍的彩绘泥塑。明清时期

时期的彩绘泥塑取材广泛，不再局限于宗教题材，历史

人物、戏曲人物、古典名著、民间传统都是取材的源泉，

这一时期彩绘泥塑的制作与风格更加平民化。中国的彩

绘泥塑文化历史文化厚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从

一个方面反应了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审美特

点、艺术内涵。

二、彩绘泥塑的艺术特色

彩绘泥塑主要选择细腻具有粘性的深层土壤，这样

的土壤做出来的泥塑更加的坚固、稳定，将选取好的土

壤放置在平板上，加入适量水搅拌均匀，这时在泥土中

混入棉絮，会增加泥土的张力，不易断裂。将搅拌好的

泥土用擀面杖擀成泥饼，选取一个模具将擀好的泥饼放

入模具，制作出大体模型，再加以精细加工，如果不追

求精细的形体可以自行揉捏成形，风格也会显得质朴天

真。待晾晒干后，可以先上一层白粉，再施以彩绘。彩

绘泥塑的取材方便，如果运用在美术教育中，不拘泥于

地域性差异，可以直接就地取材，应用范围广泛。在制

作中可以精细制作也可随意捏制形状，对于初学者的门

槛不高，便于施教，后期的颜色选取也比较方便，可以

使用的颜料都可以进行彩绘上色。

我国彩绘泥塑历史深厚，分布范围广泛，从新石器

时期出现到商周时代的质朴艺术风格，秦汉时期的写实

艺术风格，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寺庙造像艺术风格，

唐宋时期的大规模宗教造像群以及小型的融入百姓生活

的平民化艺术风格，明清时期的取材广泛，百花齐放的

艺术风格。彩绘泥塑经历了时代变迁，人文变迁，但是

依然薪火相传，绵延到了今天。艺术风格多样，地域性

特点显著，例如天津的泥人张、无锡惠山泥人、潮州大

吴泥塑、山东高密泥人以及陕西凤翔彩绘泥塑等等，其

中陕西凤翔彩绘泥塑始于先秦西周时期，至今已有三千

年的历史，是我国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彩绘泥塑，陕西

凤翔的彩绘泥塑造型多样、色彩大胆，别具一格的艺术

风格让陕西凤翔彩绘泥塑成为陕西重要的旅游纪念品。

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使彩绘泥塑具有无比丰富的民族文化

内涵。将彩绘泥塑融入到美术教育中，在艺术风格的选

取上可以根据教学的地域性选取当地的艺术风格进行施

教，也可以从其他的当代地域性文化中选取，还可以从

彩绘泥塑的历史艺术风格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风格

进行施教。

三、弘扬民间艺术“彩绘泥塑”的意义

（一）弘扬民间艺术文化的需要

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世代维系民族自身存续的精

神纽带，是人民精神追求的重要载体，对于当下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弘扬传统文化，大力传

承民间艺术，也是满足当下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求。

在当前的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中，民间艺术也面临着发

展逐渐凋亡，后继无人的现状。我们想要让我们优秀的

民间艺术与时代共存、共续，便要探索民间艺术与时代

共融、共生的道路与方法。将民间艺术“彩绘泥塑”与

美术教育相结合便是一种探索，在美术教育中融入彩绘

泥塑，也丰富了校园的传统文化内涵。

（二）国家素质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

当前国家将美育纳入初、高中重要素质考核中，我

国教育部也在大力提倡“五育并举”的全面素质教育国

策。国家倡导“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且教育

部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中小学课程，借此打造国

家文化软实力。将民间艺术彩绘泥塑融入到美育课程中，

旨在向学生传播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也让优

秀的民间艺术与我们的美育课程深度融合，以达到提升

学生的美育素质，这也是积极响应教育部“五育并举”

素质教育的方针政策。以新思维，新方法进行美育课程

设计，强化民族文化特色，让更多孩子对民族文化产生

自豪感，提升文化自信力。

四、彩绘泥塑与美术教育的融合

（一）彩绘泥塑教师资源

彩绘泥塑与美术教育结合进行施教，其中重要的一

个环节便是教师资源，教师对于彩绘泥塑相关专业知识、

艺术风格的理解与运用直接反应在学生的教学成果上，

所以对于彩绘泥塑教学课程的教师培养是彩绘泥塑与美

术教育融合的关键之处。学校可以为教师提供学习彩绘

泥塑相关专业知识的机会，为教师提供展示相关学习、

教学成果的平台。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根据不同年龄段学

生的特点从而制定不同教学计划，以便于满足学生在学

习过程的不同学习要求，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

进，不断优化教学课程，才能让彩绘泥塑的教学走得更

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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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彩绘泥塑工作坊

以学校为单位，创建彩绘泥塑工作坊，为学生提供

彩绘泥塑的学习场地、设施、材料、工具以及教师指导。

工作坊的建立让学生有了专业学习彩绘泥塑的场地，工

作坊里的专业学习氛围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与其

他同学一起学习彩绘泥塑课程过程中还可以借鉴其他同

学的优秀创意，互相交流心得体会，从而培养学生持续

性学习兴趣。工作坊的建立，让指导教师感受到学校对

于彩绘泥塑教学的重视，体会到教授彩绘泥塑的被认可

和被重视，从而激发老师的教学创新、创意。彩绘泥塑

工作坊的建立也是让学校拥有自己的素质教育特色课程，

从而优化学校的教学课程设置，丰富学校文化内涵。

（三）开展彩绘泥塑作品展示

可以以艺术节的形式定期举办彩绘泥塑作品展示活

动，或者在学校开设可以长期摆放学生优秀彩绘泥塑作

品的展示位置，进行定期更换，以增加学生的新鲜感，

美化校园环境，提升学生幸福感。学生的优秀彩绘泥塑

作品要得到展示，让更多人观看成品效果，从而扩大彩

绘泥塑的影响力，同时也让学生拥有成就感，促使学生

的学习热情高涨。以艺术节的形式或者长期定点展示的

方式进行彩绘泥塑展演活动，是一种耳濡目染，又具有

趣味性的宣传方式，能够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彩绘泥塑这

项艺术。彩绘泥塑以学校为单位进行展示，也是对学校

的素质教育课程成果的展示，从而达到对学校素质教育

的宣传。还可以邀请相关专家来学校进行参观交流，组

织讲座，传授彩绘泥塑的相关知识，增加师生对于彩绘

泥塑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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