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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吴　锦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塔山中学，江苏 徐州 221125）

摘要：美术教育作为提高学生艺术素养的重要学科，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但是在教学中不难发现，美术教学缺乏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即便是新课程标准要求各个学科做好传统文化的渗透，在教学过程中也仍然存在着缺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入

认知、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把握不够准确以及未做好传统文化与美术教学的有机结合等问题。因此，初中美术教师应立足于教学实践，在

传统文化融入中增强学生爱国情怀，提高其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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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上的丰

富，我们的精神生活也有了极大改变。现如今在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吃洋快餐、过洋节日”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但是西方

文化的渗透对我国传统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外国的月亮

比较圆”的思想已经深入到一部分人的内心当中。而开展传统

文化教育是增强民族自信、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在这其中，绘画、雕塑、书法等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正是美术教学的一部分。基于此，初中美术教师必须注重传

统文化的教学渗透，利用传统文化做好浸润教育，在理论与实

践中让学生把握传统文化的内涵，使其在传统文化的魅力熏陶

下成长。

一、传统文化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一）是对教学内容的有益补充

美术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主要

途径。建筑、雕塑、年画、剪纸、刺绣、皮影等艺术形式都在诉

说一段神奇且具有魅力的历史。不同传统文化艺术的形式、内容

是对一个时代文化背景的浓缩，更饱含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

一个时代的缩影可以在一幅画作上体现，也可以在建筑上体现，

而这些都在无时无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在美术中融入传统文

化教育，能够帮助学生认识不同时期独特的艺术形式，也能够利

用不同的美术语言和教学材料拓宽其认知范围。因此，美术与传

统文化相结合是对教学内容的有益补充。

（二）是提高艺术素养的有效途径

中华传统文化十分丰富，如风筝、陶瓷、青铜器、剪纸、皮影、

建筑都是艺术的表现形式，在丰富的艺术形式中学生能够体会到

不同的内涵。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学生能够体会到人与环境相

依的核心内涵。在青铜器中，学生能够了解饕餮纹的狰狞与对称

象征威严与庄重，窃曲纹的重复连续象征秩序与规律，都与当时

的统治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体会艺术与政治的融合。通过

对传统文化艺术的讲解，能够引导学生正确地把握传统文化的核

心内容，在无数艺术细节中提高其艺术素养。

（三）是提高民族自信的有力支撑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融入到了我

们生活当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正在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

在美术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于我国古代艺术作品的教学，让学生

了解艺术作品背后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以我国传统的漆器为例，

教师要通过技艺讲解让学生体会其“匠心”所在。通过这样的方

式让学生了解传统的技术传承通过家族式、师徒式的方式传承，

有着“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

人之作也”崇高的理想坚守，在历代的积累与传承中，推动着工

艺美术的发展，也维系着“匠心”的传承。以“匠心”为支撑，

即便外来文化的渗透，也能够在“先辈的智慧及道德品质”中“不

忘初心”，进而提高学生的民族自信。

二、传统文化在初中美术教学中应用现状

（一）缺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入认知与创造性转化

在初中美术教学中不难发现，部分教师对传统文化缺乏正确

且深刻的认知。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西方艺术融入

到美术教学中，部分教师盲目地追求其真实、醒目的艺术效果，

而忽视了传统艺术中“形神兼备、天人合一”的气韵，缺少对传

统文化的品味与理解。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教师过于重视课上教学，

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割裂了传统文化与生活实际的联系，没能够

做好传统文化在现阶段发展和教学中的创造性转化。

（二）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把握不够准确

对传统文化内涵把握不够准确是指教师在教学中过于注重表

现技巧的教学，难以深入到艺术作品的内涵当中。例如在教学中，

教师只注重于沟通、色彩搭配、线条勾勒教学，难以对艺术作品

的内涵进行讲解。除此之外，教师对艺术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

作者生平把握不准，导致教学流于表面。

（三）未做好传统文化与美术教学的有机结合

因为传统文化所呈现的人文性、历史性能够提高学生文化内

涵和艺术素养，所以在教学中越来越多的教师着重于中国传统美

术的赏析与点评。但是，部分教师没能够找准课程定位，只注重



040 Vol. 3 No. 06 2021方法展示

传统艺术作品历史内涵的讲解，将美术课上成了“历史课”，导

致传统文化没有与美术教学进行有机结合。

三、传统文化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利用信息技术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做好创造性转化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已经应用到了教育的各个方

面。信息技术由于其网络的特点可以更直观地向学生展示传统文

化。与此同时，学生也可以从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历史文化延伸的

基础上了解传统文化，对其艺术素养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既

是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基本保证，也是学生一生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当前初中美术教学中，教师要不断运用信息技术，加强传统

文化与美术的融合和跨学科的文化交流，使学生认识到传统文化

的艺术价值与核心内涵，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现对传

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教师可以利用教室中基础的电子白板进行教学，利用

互联网的延伸性做好教学资源的整合。以《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

教学为例，教师首先要运用信息技术做好教学资源的整合。通过

信息技术为学生展示绘画、书法、诗词、篆刻等艺术形式，然后

寻找包含书法、诗词、篆刻的传统绘画作品，将这几种艺术形式

有机结合，使其形成其独特的形式美感。之后，教师要根据绘画

作品中的“诗词”进行针对性讲解。先从诗词内容上分析，让学

生体会诗词所表达的美，然后以书法为辅助，在书法作品上分析

与绘画、诗词的融合。此时教师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做好拓展延伸，

让学生了解诗词与绘画作品之间的联系，让学生理解到中国画更

加重视物象内在的精神和作者情感的表达，同时也能够利用无生

命的山水和无意识的花鸟借物抒情。通过信息技术做好教学资源

的整合不仅体现了美术教学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还实现了传统艺

术作品的创造性转化，能够让学生在吸收传统文化的同时获取新

的创作灵感，在不断地传承中弘扬传统文化。

（二）挖掘生活中传统文化元素，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内涵

现阶段的新课程改革越来越注重学生的核心素养成长，而在

美术教学中，通过传统文化渗透加强其文化理解是主要的教学目

标之一，也是许多美术教师为之努力的方向。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的根基，更是存在于我们生活之中，影响了我们的思

维认知和行为习惯。教师需要将课堂教学进行延伸，在生活中挖

掘传统文化元素，并引导学生深入到传统文化内涵当中。

以《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雕塑、工艺和建筑》教学为例，

教师需要挖掘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与艺术元素，拉近学生与传统文

化的距离。首先，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你们出去旅游时见到

过一些文物古迹和艺术品吗？它们来自于哪个朝代？都有哪些特

色？”以先入为主的方式，抛出多个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并以

自身旅游的经历作为导入，使其快速地进入到生活情境之中。有

的学生说：“我去过敦煌莫高窟，主要是来自于北魏、西魏和北

周等几个朝代。”之后，教师要以此为基础进行针对性讲解。以

莫高窟中的佛像雕塑为例，让学生对迷信与宗教进行严格区分，

让其认识到在人类的发展中宗教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即宗教

是重要的精神导师，古今中外有许多的名人有宗教信仰，从而让

学生对宗教具有一定的见解与兴趣。之后，教师可以通过信息技

术为学生展示“龙门石窟”的视频和图片，让学生分析两个朝代

审美观的不同，加强其对不同历史时期作品的背景、审美及艺术

表达方式的理解。以生活中的艺术元素为例，做好教学引导，促

使学生把握艺术作品的内涵，从而加强其文化理解。

（三）加强传统文化与美术教学有机结合，提高艺术素养

教师要重视实践教学的开展，通过不同的实践形式提高学生

艺术素养。在这其中，教师要重视艺术表现形式的丰富性，而不

是将艺术局限在绘画教学上。在丰富的实践中做好教学引导，既

能够提高学生艺术素养，又能够在不断实践中促进其多个方面的

成长。

以传统的“剪窗花”教学为例，教师要加强教学实践，并在

引导中帮助学生完成艺术作品。首先，教师要让学生做好教学准

备，整理好剪刀、红色卡纸等教学材料；之后，通过多媒体的方

式为学生播放教学视频，使其对剪窗花有初步的了解。其次让学

生跟着教学视频进行实践，运用三角折、四角折、五角折、六角

折等折法，设计图案，并引导学生先剪细节部分，最后剪出外轮

廓，对于特别细的地方也可用刀子刻制作出美丽的剪纸作品。通

过这样的方式既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

还能够在操作实践中锻炼其精细化操作能力。或者是在“花鸟画”

的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教学引导，使其掌握如何用笔墨画出形态

各异的花、鸟，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人的创作方法，并注入一些自

己的想法，在“花鸟画”的基础上重新构思、创作。通过这样的

方式能够不断地发散学生思维，并在实践中提高其艺术素养。

综上所述，要想做到美术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就需

要依靠教师引导学生自主感受，使其在传统文化历史内涵中体会

其魅力，在传统文化与艺术教育结合中提高自身艺术素养。这不

仅是现阶段美术教育改革的方向，也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提高

民族文化实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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