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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在社区教育传承的原则与实施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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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间美术等艺术具有原发性的审美特征，能够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历史特点及美术形态。在社区教育、传承过程中，

需要社区工作者根据时代、区域、民族的特性融合不同地区的民间美术作品，提高群众对美术作品的了解及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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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间美术包括年画、刺绣、服饰、剪纸等艺术表现形式，

以美化环境、丰富民间风俗活动为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但是，部分民间美术形式的受众群体较窄，

导致传统民间美术的传承受到冲击。因此，社区工作者需要结

合我国文化的传承特点及传播特点构造特色的传播、教育路径，

利用新媒体、传统媒体宣传以及社区活动等形式进行展现，促

使非物质文化得到传承。同时，社区工作者也需要结合我国美

术发展情况进行创新，打造出更具有地方特色、文化涵养的作品。

一、新时代民间美术传承及社区教育的基本原则
（一）空间规划原则

不同民间美术技艺的传承方式是不同的，从美术作品的空

间角度来讲，新时代民间美术需要结合地域、信息化社区表达

场所、民间艺人交流场地等模式拓展。传统地域性文化场所中，

美术传承场所以传统建筑亭台楼阁、寺庙戏楼、古代建筑为主；

村落文化思想、美术哲学表达过程中，需要凸显出当地村落的

建筑语言体系，将村落空地合理运用，搭建活动场所，引导社

区居民在围观、互动、体验、参与的过程中形成思想模式；信

息化社区场地需利用城市内各类科技馆、文化基地、历史博物

馆等场地，将不同的美术作品以个性化的形式进行表达，促使

当地民间美术可在合理运营中进行传承。

（二）时间维度原则

中国传统民间美术会受到地域、时间、民族、民俗等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庙会、节庆文化等活动，具

有一定地域要求和时间要求。例如传统民间年画多用木版水印

制作，六月以前的产品叫“青版”，七、八月以后的产品叫“秋

版”，都具有一定时间限制。因此，民间美术在社区运营、社

区教育的传承活动中，既要凸显个性化的民俗及节庆氛围，也

要注重时间节点。

（三）内容表现原则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及特色的美术艺术作品的内容输出形

式是不同的。因此，重点挖掘民间艺术传承要求，将造型艺术、

语言艺术、综合艺术等艺术形式以恰当的方式传播，能够彰显

出美术传承的综合价值。在此过程中，社区教育者需要理清各

项艺术作品的区别及联系，根据民间美术的品类进行创新，在

传承过程中融入创新化的元素内容。例如可将历史事迹、神话

传说表现到美术作品中，同时在合适时节表现出美术的时代发

展特征，能创造出崭新的美术教育思想。

二、民间美术传承背景下社区教育的创新实施路径
（一）创新社区教育的实践框架

首先，教育者即社区工作者，这些工作人员需要秉承教育、

宣传、推广的思路，重视民间美术的发展与创新，结合不断学习、

不断深入讨论的心态凸显出教育者本身的地位。其次，民间艺

术需围绕艺术传播场地、体验中心及线下社交空间进行优化设

计，明确这些场地活动的重要参与人群。通过总结有效的、新

颖的传播路径，有利于让不同艺术内容进入群众的视野。最后，

受教育人群应及时吸收各类民间艺术形式，利用传统媒体及新

媒体平台学习到感兴趣的作品，也能促进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例如可要求本地政府设立保护措施，完善皮影戏的走访方式，

结合线下艺术展示、线上视频宣传、图书报刊等形式阐释皮影

戏中制皮、描样的特点。在此过程中，社区工作者也需要加大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根据自己的审美需求、价值观、

情感思想学习适合自己的民间艺术，具体需了解艺术的发展背

景、创作特色及创作方法，再结合创作、保护、整理、挖掘的

形式凸显出区域美术作品的研究价值。

（二）打造优质场地，创建文旅活动基地

创设优质的文旅交流、互动场地，能够为民间艺术教育提

供合理的空间，其原因是教育者、受教育者抑或思想传播者，

均需要借助社会这一平台空间进行传承教育，故实践推广中也

需要组织合适的教育模式，方便教育工作者顺利开展文旅、艺

术品的推广。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宣传场地（学校为主）已不

适应于社区活动的推广，故更应在主题广场中打造特色的民间

文化艺术形式。另外，民间艺术的受众人群也存在一定差异，

故需要群众根据自己的喜好参加线下体验活动，了解艺术作品

的创作本质，进而实践拥护、巩固、创新、传承的目的。总之，

场地设立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结合场地的空间、时间及表现

内容三方面原则设立传承场所，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民间艺术

活动。例如南京地区的“云锦集”艺术作品，就可租赁教育场

地打造出特色的文旅交流场地，以便群众更深入地了解织绵工

艺艺术的制作方式。在开展教育工作中，可以采用如下方式：

首先，教育者可讲述织锦工艺的历史发展，包括元代、明代其

在宫殿内的使用权重，促使群众明白织锦材料的用料方式、纺

织特点、图案构型方法、纹理表现形式等，有利于让群众逐渐

了解到南京当地的丝绸作品特色。其次，可模拟场景展示金丝

的制作方法，制作过程中可聘请云锦工匠进行打造。同时，主

办方还可设立专项体验区域，引导群众切身进行体验制作。若

后期活动的效果较好，还可将这一线下体验点设立为保护基地，

能凸显出美术作品的公益性价值及商业性价值，也能防止艺术

本身商业化过度的现象。

（三） 融合创新理念，设立新媒体传播渠道

新媒体传播形式是当前民间艺术推广、传播、传承的重要

手段，原因是该形式已不局限于线下体验，群众可利用视频、

图文等方式了解不同艺术的历史特色及工艺特色。在此过程中，

社区工作人员可融合“线上 + 线下”的教育体验方式，以宣传

科普的形式展开活动教育，能够实现“活态传承”的目标。此外，

在文化艺术内容的创新过程中，宣传人员可打造专属的新媒体

运营渠道，尤其是需要建立宣传链，例如可以在抖音中以视频形

式或在微博中以图文的形式推送至喜好文旅产品、美术作品、艺

术作品的群众，有利于凸显出不同文化艺术的魅力。另外，工作

人员还可建立社群运营渠道，吸引更多的优质商家对艺术进行宣

传，在现有的基础上对民间艺术予以创新。例如可在京剧艺术中

融入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元素内容，将近期的时政热点以短

剧的形式体现，也能更好的对此类艺术作品进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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