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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地方美术资源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应用
李　艳

（广西贵港市荷城初级中学，广西 贵港 537100）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等文件的出台，素质教

育被推上了一个全新的舞台。在此背景下，初中美术教师要秉持“以生为本”的教育方针，通过对教学内容、课程标准的深度剖析，创

设多种形式的教学情境，并依托地方美术资源的优势，增强学生艺术感知力的同时，有效提高初中美术课堂教学效率。基于此，本文以

广西壮族地区美术资源为研究主题，分析现阶段初中美术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融合途径，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后续研究提供一份

参考。

关键词：地方美术资源；初中美术；艺术素养；融合策略探究

随着教育体系的不断优化，教育部门对初中美术教师教学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术作为一种感官艺术，其形式多样、情

感丰富，对学生情感认知、德育品行的培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目前美术课堂教学情况来看，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部

分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过于注重教材知识的讲解，对学生情感

认知、艺术素养等方面的培育并未意识到其重要性。枯燥乏味的

课堂氛围使得学生思维发展受限，对美术的认知流于表面。

为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初中美术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

要把握广西地区美术资源特色，依托互联网技术，探寻多种融合

途径，帮助学生挖掘艺术背后蕴含的情感、文化，彰显“立德树人”

的核心价值。

一、地方美术课程资源应用价值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现阶段初中生情感认知、思想道德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

将地方美术资源渗透于美术课堂能够有效唤醒学生学习热情，使

美术教学跳出传授的教材、校园的束缚，进一步凸显素质教育理

念的核心内涵，而且在探索地方美术资源过程中，教师可以创设

多种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探究，逐步挖掘其蕴含的文化

情感，释放他们天性的同时，提高其课堂体验感。

从艺术形式来看，地方美术资源的变化更加多元化，其蕴含

的情感也更加丰富。为此，教师在开展教学过程中要立足现阶段

学生行为认知，选择他们喜欢的、渴望了解的美术资源，并借助

现代化手段的优势，提高其学习效率。

例如，教师可以根据广西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特点创设

不同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从民族历史出发，逐步探索少数民族

特色、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变化，并从服饰、民歌、图

腾表现手法等感受其精湛的艺术技艺及蕴含的情感，改善原本“教

材主导、教师主导”课堂模式的同时，使教师美术教学更加顺利。

（二）形式多元化

广西依托其得天独厚的区域环境孕育了许多少数民族文化，

而这些文化在时代、人们认知的影响下又产生了多种风格的美术

形式，蕴含着众多的自然、人文资源。在初中美术课堂教学中合

理使用这些美术资源，不仅可以改变原本枯燥乏味的课堂氛围，

而且为学生学习、能力提升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教师在开展教学

工作时要立足教育的实质，通过对教学内容、课程标准的深度剖析，

做好“两个要点”，保证学生课堂参与度的同时，将“课堂主人”

角色地位真正归还与学生。

1. 教师在开展美术教学中要注意集中与分散相融合

随着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初中美术不仅要培养学生艺术造

诣，而且还要在艺术素养、感情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下，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文化感知力，使其更好地理解美术知识，把握其蕴含的

文化情感，从而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2. 地方美术资源的渗透促进了课内外知识的有效衔接

地方美术资源特点决定了教师实际教学过程中的形式与内容，

为了切实提高学生艺术感知力，教师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活

动，如：壮乡风景写生、感受壮族风俗魅力。在此过程中，学校

还可以与一些民间艺术家进行沟通探讨，并在其带领下共同创作

民族美，改善原本形式单一课堂教学模式的同时，使美术课堂更

加灵活生动。

（三）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地方美术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的文化底蕴，亦是

一个地区民族风情的重要元素，其多元化的艺术风格也为美术教

师教学工作的高质量开展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

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教师可以根据广西壮族的文化特点，开

设多种艺术活动，如让学生穿着壮族服装上课；在课堂上赏析本

民族绘画、建筑设计所蕴含的形式美，深度挖掘民族背后蕴含的

文化思想；或是组织学生观察壮族人民日常生活、劳作，将其辛

勤的背影画下来等。亲身感受壮族文化魅力的同时，将地方艺术

资源与课堂教学真正联系起来，为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增添一份保

障。

二、地方美术资源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具体渗透措施

（一）以乡土资源为基石，优化美术课程体系

现阶段初中生年龄尚小，思想认知、道德伦理正处于发展的

关键时期，为了有效提高美术教学效率，使学生更好地感受艺术

文化魅力，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地方美术资源的有效渗

透，通过对教学内容、课程标准的深度剖析，创设多种形式的教



054 Vol. 2 No. 05 2020方法展示

学情境，结合学生兴趣爱好有针对性地穿插壮族文化特色，从而

培养其艺术感知力，为后续深入学习打下基础。

教师可以用“彩塑、泥塑”为主题开展教学。作为地方民间

艺术资源的代表，泥塑不仅能直观地反映出所表达的事物，而且

其不同的造型、艺术表现风格也凸显作者、民族、社会所蕴含的

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培育。

教师可以借助信息技术的优势，向学生展示多种形式的泥塑，

比如：江苏苏州的泥塑、陕西凤翔的泥塑、天津的泥人张、湖北

黄破泥塑，并以图片、影像等方式向学生讲解泥塑制作的技巧。

随后，教师同时以“人物、服饰”为主题，将学生按照能力

分成多个小组进行泥塑制作，从人物形态到服装特色，引导学生

抓住关键进行创作。学生制作完成后，教师可以准备多种形式的

泥塑进行对比，帮助学生梳理各个民族之间的异同点，提高学生

学习兴趣的同时，使其进一步了解壮族文化特色，为日后教学工

作的高质量开展奠定扎实基础。

（二）以文化风情为导向，增强学生情感认知

少数民族文化主要包括人文风情与文化习俗两个部分，而文

化习俗作为人文风情的重要载体，对学生艺术素养的培育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为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初中美术教师要以人文风情为主导，

依托多种文化习俗创设多元教学情境，增强学生课堂体验感的同

时，使其真正感受、体会乡土文化蕴含的情感，加速优秀文化的

传承。

教师可以以“节日”为主题开展美术教学，让学生借助互联

网技术收集我国各个民族在春节的风俗习惯。比如：北方人喜欢

在春节包饺子、扭秧歌、壮族人民喜欢唱山歌、做五色糯米饭。

学生学习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风俗活动，如：猜歌、

猜灯谜、情境表演等。

此外，教师还可以展示不同形式的民族服饰、风俗画与地标

性建筑，让学生自己观察服饰特点、绘画特点及建筑雕刻饰纹的

同时进行临摹创作。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采用图片、影像、情

景剧等方式向学生讲解其蕴含的文化情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

同时，从而达到美术教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目的。

（三）以实践活动为展现，促进知识有效融合

美术作为一门直观的视觉艺术，门类众多，其概念抽象、关

联性强，对学生情感认知、思维逻辑等能力要求较为严苛。受传

统教学模式的影响，部分教师将实践教学停留在临摹、绘画上，

对美术形式、内涵认知流于表面。枯燥单一的教学模式不仅阻碍

了学生学习兴趣的建立，而且对其身心发展也造成了不同程度上

的影响。地方美术资源的出现，有效弥补了传统教学存在的短板。

从宏观角度来看，地方美术资源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大

量优秀文化的涌入不仅拓宽了学生的艺术视野，而且多种形式的

实践活动也促进了教师教学工作的顺利展开。

从个体角度来看，优秀艺术文化的渗透不仅能够提高学生民

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而且在切身感受艺术文化的过程中，加

速学生自身艺术素养的培育，这对日后学习、发展都起到一定积

极作用。

对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初中美术教师要积极转变传统的

教学思路，依托地方美术资源的优势，开展多元实践活动，从根

本上提高美术课堂教学质量。

例如，教师在讲解“古城镇美术文化考察”这一单元时，可

以利用信息技术收集多种形式的壮族建筑，如：民居、亭台、庙宇、

桥梁、祠塔等。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入传统建筑、新中式建

筑，并设立多个导学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例如：这几个建筑风格

及建造手法有什么区别？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如何？通过观察

你能发现它们之间有哪些异同点？学生讨论过程中，教师可以借

助 Sketch up、3DMAX 等软件进行建筑设计，并让学生仔细观察建

筑内部结构、立柱雕刻、屋檐斗拱处理以及周边环境对建筑物体

量的影响。同时，教师还可以借助相关纪录片帮助学生挖掘其本

身的艺术特征、设计风格、文化底蕴，从而凸显壮族建筑的造型美、

结构美。不仅如此，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利用废纸盒、水瓶等工具

进行建筑设计，并在此基础上增加景观设计中植物搭配的相关知

识，为学生的作品增添光彩，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学生创

作完成之后，教师要从建筑的体量、空间结构、细节处理、材料

选取、周边环境等方面进行评价打分，选出优秀作品进行一一展示，

并及时肯定学生作品的优点。此外，教师还可以融入课堂评价体系，

对学生课堂参与度、创新意识、透视点选择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并根据现阶段学生学情制定专属学生方案。同时，教师在对后进

生进行评价时，还要依托小组合作教学的优势，充分发挥“先进

份子”的带头作用，从而加速全体学生艺术素养的培养。

三、结语

由此可见，地方美术资源的有效渗透对学生情感认知、艺术

素养的培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时期背景下，教师作为学生

发展路上的“指明灯”，要立足广西地区美术资源特色，对教学

内容、课程标准进行深度解读，并探寻多种形式的契合点，依托

情境、情感等因素的引导，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在此过程中，

教师还要注重学生能力之间的差异，科学分层、合理引导，拓宽

学生美术视野的同时，增强其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为学生日后

全面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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