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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乡土文化资源，提高美术课堂有效性
朱小井

（徐州市毛庄中学，江苏 徐州 221123）

摘要：在素质教育蓬勃发展的当下，初中美术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要将乡土资源融入其中，通过开发乡土资源，实现课程融通；

坚持以人为本，创设实践教学这几大关键方面，为学生未来的学习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将结合笔者自身初中美术教学经验，对该

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解疑答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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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的科目中，美术是为数不多的艺术课程之一，不仅可以

促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还能够使初中教育改革逐渐完善，发

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现在许多学生只是喜爱美术课堂中自由轻

松的氛围，并不是对教材中的知识感兴趣。因此教师要利用乡土

美术资源，将其贯彻落实到初中美术课堂之中，创新课堂机制和

改革方式，为美术课堂提供一些丰富的资源，彰显出乡土美术资

源的艺术价值和应用意义。

一、乡土文化资源在初中美术课堂的应用意义

美术科目属于初中课程体系中的关键，因此教师要构建出多

元化的教学资源库，将传统的教学内容优化整合，丰富教学的形式。

乡土美术资源的形式是非常多样的，不仅是课堂资源的有效补充，

也能够体现出乡土资源本身的价值。

（一）乡土美术资源有利于完善教学资源库

在初中学生学习美术的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对其进行美术素

养的培养，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艺术品性。传统的初中美术课堂

中，一直是以教材中的资源为主的，教师只是利用单纯的资源导

入来进行授课，很难满足他们多元化的学习需要。那么乡土美术

资源的优势就可以在此凸显出来，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因

此教师将乡土资源融入到课堂之中，不但能够将教学资源库完善，

还可以促使他们对美术的文化及历史有一清晰的了解，感受其多

样化的形态，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乡土优秀美术资源的导入过程中，初中美术教师要

将资源库进行丰富和优化，找寻贴近生活的传统美术物品，结合

着教材中的著名艺术作品，进行多层次、多视角、多领域的美术

学习，符合新课改背景下初中美术教学体系的课程目标，继而彰

显出乡土美术资源的艺术价值。

（二）乡土美术资源有利于拓展学生的艺术视野

美术教育属于初中艺术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文

化素养的关键方式。教师如果只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来进行美术教

学，不能够让学生形成开阔的艺术视野，还会降低他们对美术的

学习积极性。因此当教师把乡土资源融入到课堂之中后，便可以

使其在充分的乡土美术资源中，更好地感受到艺术的魅力，继而

拓宽他们的视野。

另外，乡土资源是来源于生活的，教师要在课外搭建出美术

讲堂，促使学生能够在民间美术元素的寻找中，体会到美术科目

的艺术和文化魅力。所以教师要打破固有的教学思维，从乡土资

源之中，促进美术形式上内容的拓展，继而让学生找寻到艺术的

魅力。

二、乡土文化资源在初中美术课堂的应用策略

美术属于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教师将乡土美术资源融入其

中，不仅可以让传统美术课堂丰富多彩，还能够对民间优秀文化

艺术的传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初中美术教师在将乡土

资源代入到美术课堂时，要将其有机地融入其中，开展课堂实践，

促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感受到传统乡土文化的作用，丰富艺术学习

内容。

（一）开发乡土资源，实现课程融通

乡土美术资源来源于生活，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因此在

初中美术课堂上，教师要懂得生活出发，通过乡土美术资源的开发，

促进课内外融通，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加强他们的美术素养。

例如，教师在对剪纸的内容进行课堂教学时，便要为学生体

现出它所承载的美术艺术元素，彰显出传统思想文化的魅力。所

以教师要将剪纸课程融入到课堂之中，让学生在民间的传统文化

中找寻到别样的艺术形式，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学生在对剪纸

艺术地欣赏逐渐转变为对其背景了解的过程中，可以使乡土美术

资源在美术课堂不断扩大，把他们从枯燥乏味的教材中解救出来，

使其能够拥抱生活，感受自然文化，体悟到传统美术元素的作用，

继而将美术课堂有效的升华！

（二）坚持以人为本，创设实践教学

学生属于课堂的主体，因此教师在初中美术的教学过程中，

要将以生为本的理念代入其中，构建出互动探究型的实践课堂，

促使学生深入其中进行学习。在传统的乡土资源构建过程中，教

师要从学生的层面入手，结合着他们的个性发展需要，把传统的

乡土美术资源融入其中。

例如，教师可以将符合本地的特产运用到课堂之中，若盛产

瓷器，则可以将瓷器艺术品放置到课堂之中，让学生进行欣赏。

教师还要让学生自行动手对瓷器进行制作，以此使他们可以充分

发挥出自身的想象力，在实践过程中大胆认知和发挥，提升美术

感悟，培养他们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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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信息技术，融合乡土元素

乡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美术教学资源，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

活动当中运用恰当的教学手段，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美术教学资源。

初中美术教学当中，初中生对于生活当中的一些美术资源缺乏足

够的认识，因为初中生观察能力不足，对于生活当中的一些事物

并不能够很好地留意，这就需要教师运用多媒体信息技术教学手

段帮助学生对乡土文化资源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将民间美术资源

运用到学习活动当中。

例如，在初中美术教学当中，教师可以在前期准备一些古建

筑特点的图片，如屋檐榫卯结构、房顶图案，房梁雕刻艺术等，

还可以寻找一些电视当中展示古代器皿的图片或者视频，之后在

课堂上运用多媒体为学生放映这些照片和视频，学生看到乡土文

化当中这些美术元素后会对这些乡土文化艺术作品产生浓厚的兴

趣，从而也更愿意投入精力学习美术。同时，教师也可以在网络

当中寻找一些经典的民间美术作品，在课堂当中为学生进行展示，

乡土美术作品更为贴合人们的生活实际，让学生能够感受到生活

与美术相结合的内容，这就有助于学生在美术学习当中主动发掘

身边的美术资源，主动开展美术学习。

（四）融合刺绣文化，创新设计图案

传统的刺绣文化只能依托老一辈人口耳相传，这是传承方式

一种极大的弊端，将刺绣文化融入初中美术教学，能够解决当前

的问题。初中美术教师可以将刺绣技术进行系统化、专业化、具

体化的整合，通过专业的教育理念可以将刺绣文化有效传播，刺

绣工艺、手法以及背后的文化底蕴传授给更多想要求知的学生们，

有助于促进刺绣文化的全面发展。

美术教师可以通过提取刺绣文化的精髓，结合当下服装流行

趋势，让学生对图案重新设计创新，在保留原始文化内涵的基础

上，使形式、样貌更加现代化。刺绣的材质、材料、图案的样式、

功能属性等都在被更多的流行元素有所替代，手工刺绣的技艺十

分纯熟，其中工艺、图案、色彩都可作为设计元素，是每个人民

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手工刺绣泛以丝线为主材料，其

颜色分别使用红、黄、白、黑等色彩，可以作为丝线颜色也可以

作为打底布，而且除了在服饰上刺绣之外，还可以制作单独的绣品。

在课堂中，教师可以准备一些以蓝布为底的刺绣作品展示给学生，

让学生直观对比刺绣花纹和蓝印花布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蓝印

花布的特点，从而提升初中美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五）引进乡土艺术，弘扬传统文化

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乡土文化资源在其中更是绚烂夺

目，每个地区又因为风俗习惯和文化氛围的不同形成了带有当地

独有风貌的乡土艺术。对于初中美术教师来说，这些民间艺术是

构建美术校本课程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因此初中美术教师可以

邀请现如今还在传承本地特色艺术的乡土艺人到课堂中，请他们

向学生们展示原汁原味的本地特色民间艺术，让学生们从中感受

到美术文化的魅力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

例如，糖画是我国民间艺术中不可多得瑰宝，纵观全世界也

算是独树一帜的民间艺术，初中美术教师可以用真诚的热情邀请

民间糖画艺人来课堂上为孩子们授课，从糖画的起源、发展到糖

画的技巧、注意事项，让学生完整地了解到我国这些还在流传的

乡土艺术，在他们心中留下一颗向往的种子，为我国乡土文化的

传承传播更多希望。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学习当地的

特色年画、剪纸等民间艺术，在他们的脑海中建立系统性的乡土

艺术知识体系，在加强学生个人美术素养的同时传承本地特色乡

土文化，为学生的发展烙下当地特色文化的印记。

（六）融入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美术教师在引导学生了解我国乡土文化时还要让他们了解我

国的传统文化。我国的美术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灿烂

辉煌的艺术成就，现如今，在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大环境下，

美术创作、艺术设计、数字媒体等方面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美

术作品。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国文化的影响日益增

强，初中美术教师要带领学生全面认识、了解我国优秀美术文化，

让学生在丰富的文化情境中认识到美术学科的生命性、文化性、

审美性、情感性和个性化的艺术表达，树立起文化自信。

例如，中国古代山水诗、山水画等文学艺术经典中，常见以

山比仁、以水喻智、以物比人的品性格调。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成为中国人的文化人格中深入骨髓的精

神，尤以中国山水画这种表现寄情山水、崇尚自然的人文情怀为甚。

像“元四家”通过自己独特的艺术理解，将心中之意赋予笔墨之间，

在卷轴上开辟了属于文人画特殊画风的一种形式，就是中国艺术

一种巨大的创造。因此，仅仅从先哲们的造字、绘画、书法、文学、

哲学中，便能够寻找到我国传统文化的无穷智慧，并感受乡土文

化在其中的作用。

三、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美术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要将乡土资源

运用到课堂之中，提高学生的美术素养，使他们感受到美术课程

的兴趣，减少学生在教材中的枯燥和乏味之感，丰富他们的学习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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