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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渔雁故事”与美术课堂教学的结合 
张岩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康桥学校  辽宁盘锦  124000） 

摘要：古渔雁故事是极具辽宁省盘锦市地方特色的故事和传说，它主要讲述了盘锦大洼二界沟地区有关古代渔具、造船、航海、

加工的经验和技术的传说，这在中国及世界沿海江河入海口早已绝迹，唯独在辽河入海口还保留着，堪称人类远古渔猎活动的活化

石，但作为盘锦人的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不得不说是一大憾事，由此我决定在此方向上做一个课题研究，找到它与小学美术课的切

合点，把“古渔雁故事”引入课堂，这样一方面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同时也有助于促进美术课堂教学更为充实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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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研究课题，首先我对古渔雁故事展开全面详细地了

解和研究。古渔雁民间故事是产生和流传于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辽

河口海域的二界沟一带，以渔业文化为基础的地方民间传说故事。

主要包括古渔雁始祖崇拜、古渔雁海神崇拜、古渔雁龙王崇拜、“古

渔雁”祭祀和庆典、“古渔雁”渔具的起源和演变等等众多内容。

很久以前，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辽河口海域的二界沟小镇就是特殊

的打渔人群体——古渔雁的落脚聚集之地。持这一生计的打渔人没

有远海捕捞的实力，只能像候鸟一样顺着沿海的水陆边缘迁徙，在

江河入海口的滩涂及浅海捕鱼捞虾。因这一群体沿袭的是一种不定

居的原始渔猎生计，故辽河口民间称其为“古渔雁”。他们在几千

年的迁徙中，饱尝了大自然风雨的洗礼和潮浪的淘练，形成了宝贵

的、沉淀深厚的渔雁文化，同时这也是中华文明宝贵的历史财富。

古渔雁文化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很高的科学价值，并且具有独特

的文化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和学习。现在，

其已经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古渔雁”式

行踪在世界范围内多已绝迹，唯独辽河入海口还有遗存，堪称人类

远古渔猎活动的活化石。2006 年，古渔雁民间故事入选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调查研究的结果令我震惊，原来我们盘锦还有这样一种古老

的、历史价值极高的文化，然而作为盘锦人的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

更别说其他地方的人了，因此，为了更好地传承历史悠久的传统文

化，就需要我们去对此进行广泛的了解并加以传承，将文化宝藏更

好地继承下来并加以普及传播。那么怎样才能传承呢？这就需要我

们大力的宣传，尤其是对我们的下一代。那么对于美术教师来说，

美术课堂无疑是最好的宣传平台，通过美术课堂的宣传普及，不仅

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还可以进一步丰富美术

课堂教学，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1]。 

一、探究古渔雁故事与课堂教学的结合 

1.确定课题 

通过调查，又结合自己选定的古渔雁故事之一《秦网的传说》，

再结合学生们兴趣爱好，我将美术自编教材内容定为《快乐编织》。

打算由《秦网的传说》故事导入，引起学生兴趣，适时引导学生关

注并了解古渔雁文化，并激发他们热爱家乡的自豪感。再由秦网中

的“网”引出“手工编织”这一民间手工工艺，从而带领学生们学

习基本的编织技巧和体验编织的乐趣，感悟到“美”是从劳动中产

生的！ 

2.课堂有效实施方法 

由于我执教的是小学二年级学生。因此，我选择了难度较低的

纸带平面穿编，这样学生更容易接受，也能更好上手操作，学生参

与度提升，其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也将进一步提高。我认为这节课的

难度不在于纸带的穿编过程，而在于纸带的制作过程，将整张的彩

色纸裁剪成宽度均匀的纸带，对于二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实在有些难

度，所以我考虑将这一步骤请学生在家里完成，可以让家长指导，

这样课上就可以节省时间，直接进入穿编步骤，避免浪费时间以至

于影响后续穿编的教授和练习。这样也更有利于课堂的顺利进行，

提高课堂的完整性，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的策略，并能更好

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学生的学习专注度也能够进一步提升[2]。不

然大多学生整节课都将时间耗费在前期准备工作上，刚开始要进行

编织却下课了，必然导致一种失落感，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必然会受

到挫伤，对于后续类似的学习也会丧失积极性，一方面不能在学习

中体会到乐趣，另一方面也不能使学生在学习中得到提升。 

二、弘扬传统，体验编织艺术乐趣 

要想让学生们对本课感兴趣，就要激起他们的学习热情，也对

我国传统的编织手工工艺有所了解，将这种传统工艺弘扬和传承下

去，因此应当对编织工艺进行研究和了解。编织工艺是我国古老的

传统手工工艺，它是将植物的枝条、叶、茎、皮等加工后，用手工

编织而成的工艺品。编织工艺品在原料、色彩、编织工艺等方面形

成了天然、朴素、清新、简练的艺术特色。 

中国编织工艺品按原料划分，主要有竹编、藤编、草编、棕编、

柳编、麻编等 6 大类。编织工艺品的品种主要有日用品、欣赏品、

家具、玩具、鞋帽等 5 类。其中日用品有席（地席、卧席）、坐垫、

靠垫、各式提篮（花篮、菜篮、水果篮）、盆套（花盆套）、箱、旅

游吊床、盘（水果盘、面包盘）、门帘、筐、灯罩等；欣赏品有挂

屏、屏风及人物、动物造型的编织工艺品。 

三、“古渔雁故事”与美术课堂教学的结合的课堂呈现 

通过前期大量的准备工作，接下来我便开始进行课堂实践。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节好的课首先得引起学生的学

习兴趣，只有学生有较好的学习兴趣，才能拥有较好的专注度，课

堂投入度才能进一步加深[3]。在实际教学中，讲故事是最容易吸引

学生注意力的法宝之一，因此，这节课我一开始便以古渔雁故事之

《秦网的故事》为开端，成功引起了学生兴趣。 

“秦网，又叫‘吊蟹网’、‘滚网’，相传是秦朝时发明的网具。

它是两条船拖着一条网，拉上一段时间，两船一合，把网起上，收

获鱼虾。因为这种网是秦始皇为捞孟姜女而织造的，所以有人叫它

‘秦网’。这种网撒到水底是挨着地拖，所以也叫‘滚网’。关于它

的来历，打渔人有这样一个传说……”。同时，利用多媒体信息技

术的辅助，在讲解中结合图片，边讲边播放，让学生有更直观的感

受。 

通过这样导入课题的方式[4]，在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又能引

导他们关注我们辽宁盘锦本地的古渔雁故事，并更多地去了解古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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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故事，从而引发他们作为盘锦人的自豪感，并鼓励他们积极地去

挖掘更多的盘锦地方文化资源，家乡的历史人文等等，使其逐渐积

累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的相关知识，也进一步促进学生自身综合素

养的发展。 

其次，确定有效的适合学生学习的目标和方法也是一节课成功

的关键[5]。这一课我主要引导学生学习纸条的平面穿编方法。首先

我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均匀直线经纬条的一提一压编制方法入

手，让学生们率先掌握编制的最基本技能。其次，循序渐进，在此

基础上引导学生观察范作，总结作品的变化规律。（1）有规律改变

经条的线型。如折线、弧线、宽窄线、混合线等变化。（2）改变经

线纸的外形。（3）改变编织的方法，改一提一压为两提两压移一根

再两提两压法等。然后拓展学生的思维，又抛砖引玉地欣赏了老师

一张简单的心形图案编织作品[6]。学生的思维再次被激活了：“呀还

可这么编！”学生跃跃欲试。有的要编三角形，有的要编苹果形，

有的编十字花形。另外，教师应当注意在制作中不断给予学生一定

的帮助和鼓励，使得学生在尝试创新的过程中不轻易放弃，表现也

更为积极主动，教师可以赞一赞有耐心、能细心的同学；赞一赞有

创新的同学；赞一赞有些同学那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执着精神。课

后收集了许多学生的自认为满意的作品，发到家长群里，发到校园

网上，学生动手制作的兴趣增加了，尝试创新的信心也更足了[7]。 

第三，根据本课在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我认为在讲解环节不宜

拖拉，应抓紧每一秒时间简明扼要地把问题讲清楚，留给学生更多

的时间去操作实践，去动手编织，这样更适宜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

题并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将课堂还给学生，更好地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让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进一步提升[8]。为了达到这样的目

的，我在课件的制作上下了一番功夫，将制作步骤用课件的形式展

示给学生。另外，又动手制作了编织过程的“实物”的分解范作，

让同学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很清楚地掌握编织的方法，节省

了大量时间，给后面教学环节的顺利圆满进行做好了铺垫，从而使

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操作练习。 

虽然编织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材料，也有很多不同的编织方法，

但我还是将教学内容锁定在纸条穿编上，并且主要学习平面穿编，

因为这样利于学生较快地掌握，也是最适宜小学生的。或者建议将

本课分两课时或是三课时进行都是可以的，第一课时学习纸条平面

穿编，第二课时可以学习立体穿编，第三课时可以利用更多不同的

材质进行更多更复杂一些的编织等等。 

学生对穿编的过程很有兴趣，为了让学生对穿编有更深刻的认

识，我在下课前展示了盘锦芦苇编织作品和其他一些民间精美的穿

编工艺品，作为课后的拓展，让学生理解艺术是在生活中创作出来

的，引导他们热爱生活，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并用自己勤劳的双

手创造生活中的美[9]。 

四、“古渔雁故事”与美术课堂教学相结合带来的影响 

1.认识了解盘锦特有“古渔雁”文化并进行传承和发扬 

组织学生利用多种方式了解古渔雁文化。比如：查找资料、讲

“古渔雁”故事和传说、制作具有“古渔雁”特色的手工制品等等，

让他们知道古渔雁文化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很高的科学价值、有

独特的文化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要求学生对古渔雁文化进行广

泛宣传和传承。通过以上方式使学生们自然而然地喜爱上了“古渔

雁”文化，并主动进行宣传，做好文化的普及工作。 

2.激发学生热爱和继承传统手工艺 

我国有许多传统手工艺，都是技艺精湛的，值得我们继承和发

扬的。更有许多正在濒临失传的边缘。借助此次课题中课堂教学《快

乐编织》一课，唤起学生们对我国传统编织工艺的热情，号召大家

多多关注我国传统编织工艺，并由此也好找学生们去关注更多其他

的我国古老的，具有传承价值的东西[10,11]。 

通过这节课使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名教师，我们的

责任不光是传授知识，更应该在继承传统、发扬传统方面下功夫，

引导学生更多地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做好文化的传承者[12,13]。为此，

我们要认真搞好课堂教学，努力探索传统文化、地方文化，从中汲

取养料，使之与课堂教学相结合，让学生们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

同时，不断增强自身的美育知识和美育修养[14]，使学生得到全面发

展，从而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适应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15]。 

结束语 

总之，我们要更好地、更深层次地挖掘具有本土特色的地方美

育资源，结合我们美术课堂教学，找到适合学生们内容，打造更多

更好的美术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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