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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浸润教育的策略 
卡生木江·牙生 

（新疆巴州和静县第六小学  新疆巴州  841306） 

摘要：创新应该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和探索，中华文化 5000 年，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历

史酝酿的精华通过传统文化逐渐展现，并影响我们当代的教育。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小学美术教学有机的结合，适应新课改的要求，

将创新的教学方法和方式应用于小学美术的课堂中，在传统文化这片沃土上，滋生出更多的美学信息和美学知识，提高学生的美术

学习能力。改变小学美术中单一的教学模式，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古为今，用以古为鉴，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美术教学的点点

滴滴中，从不同的角度提高学生的美学素养，鉴赏能力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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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术的教学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开始将传统文化的

精髓和知识融入到美术的教学中，让传统文化流传的精典气运，优

雅的气质通过美术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古至今，无数优秀的美

术作品广为流传，他们承载了厚重的文明史，勾勒着祈福的发展史，

让我们通过美术作品传承中国经典文化，引导美术课堂的高效教

学。基于此，本文分析小学美术课堂中浸润传统文化的意义，结合

现在小学美术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现状进行重点分析，找到将传统

文化浸润到小学课堂中的有效提升策略，为提高小学美术高效课堂

的建立，提高学生的美术素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1.在小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浸润教育的意义 

1.1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 

小学美术教学中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美术素养

的形成，对于学生们提高发现美的能力，捕抓美的能力，鉴赏美的

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让学生们在生活的同时，更加关注于享受美

好的事物，捕抓美好的事物。传统文化在小学美术课堂的浸润教育，

有机的将传统文化和美术课堂联系起来，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力量，

小学美术教师积极主动地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结合美术课堂的关

键问题，改变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在有效的美术课堂上，提高学

生的美术素养，让学生将传统文化的内涵融入到自己的美术作品

中，通过不断地鉴赏，不断的发现，在平凡中发现不一样的美术内

涵，从平淡中捕抓传统文化等优质元素，更好地形成自己的美术思

维，有利于后期的美术学习思维模式的培养，更好地提高教学效率

和学生的素质。 

1.2 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在当代社会，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程度和文化自信素

养，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自

信绝对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是“四个自信”的重要内容之一，更

是国家在文化方面的一种理念，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在小学美术

教学的过程中，不断的将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浸润，坚持文化自信

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站在正

确的视角上看待传统文化，坚持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精髓，摒弃

与现代社会不相符的。在传统文化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学生的

自信心，文化的自信使学生能够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同时，也让学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民族的根与

魂，代表民族的灵魂，传统文化具有其独特的特色和魅力，在小学

美术课堂中的逐渐浸润，一定会给美术课堂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2.小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浸润教育目前现状。 

2.1 小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浸润教育形式比较单一 

由于受到教学形式的限制，受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的局限，小

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浸润教育过程中教学形式比较单一，由于缺

少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方面还存在着

很多的欠缺。 

2.2 小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浸润教育没有更好的与实践相联

系 

任何一种教学形式都应该充分的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

合，只有将理论知识正确的应用于实践的指导中，才能让学生意识

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对于理论学习的重视度，增加课堂

学习的实际效率。 

3.在小学美术课堂中浸润传统文化的策略 

3.1 提高小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浸润教育的教学形式 

3.1.1 欣赏古典名画，使学生了解传统文化 

小学美术教学更加注重的是学生的基础绘画功底的学习，在基

础绘画的学习中，增加学生对于名典名画的欣赏，让学生从小就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小受到正宗文化的熏陶。从而对中国传统

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跟随着学生的兴趣，让学生观看更多名家名

师的画展，并提出自己的所感所想，通过让学生鉴赏，在整个过程

中，让学生不断地提高学习兴趣，提高鉴赏能力，从小对名师名家

的画产生兴趣。从欣赏中感受不同画风的不同特点，有的如同阳春

白雪般高雅，有的又如下里巴人式的朴素。在欣赏的过程中感受传

统文化的浸润教育。从一处别样景感受一种不同的事物，亦或了解

不同的人，了解作品背后所蕴含着的无穷、无尽、无限的情思。感

受不同时代的文化内蕴或时代气象。 

例如，教师在讲授《中国画与油画欣赏》这一课的时候，可以

选取有代表性的，不同风格的中国画和油画，让学生们在课堂上进

行分享。随着现代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技术开始应用于课堂

上，通过多媒体的加入，我们可以欣赏到不同风格的中国画和各种

油画。通过多媒体，我们可以制作成优美的 PPT，也可以通过科普

视频的形式进行各种图画的展示，展示的过程中，可以配上优美的

音乐，让学生在感受美的同时，提高不同的美学素养。最具有代表

性的一幅画展是清明上河图，它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的

著名画家张择端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悟，创造了这一经典的名

画，成为少见的存世精品之一。清明上河图宽 248 厘米、长 528.7

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

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

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东京当年

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

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或许对于小学生来说，太多的高深理论小

学生可能理解不了，但是对于美的欣赏是相通的，美学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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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从小对美的感召力来进行。 

3.1.2 笔尖飞舞墨香，使学生感受传统文化 

绘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全

人类独一无二的艺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画，传承着传统文化，

同时也展现着当代文化的特色，反映着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绘画

作品的流传，不仅包含着一定的文化传统，更是一种时代背景的浓

缩，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更是将时代背景更真实的一面进行还原。

不断提高学生的绘画技巧，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中不同的绘画风

格，鼓励学生进行不断的探索，在小学美术课堂上，从小培养学生

的绘画技巧和绘画方式，为学生后期的美术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例如，现代课堂教师一般利用多媒体展示图片中所展现的基本

的线条和绘画技巧，老师结合会话大纲进行细致的讲解和充分的说

明，为同学们仔细的剖析图画中的经典之笔，通过引导学生对于绘

画作品的品读，对于绘画方式和技巧的研究，提高学生对于绘画知

识的探讨，进而提高学生绘画过程中的技巧。比如老师在讲解《五

牛图》这幅作品时，学生发现这五头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老师，

可以适当的将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绘画技巧进行浸润式的灌输，让学

生们感受到图片中绘画技术的奥妙，并通过欣赏优秀的传统美术作

品引入课堂中，将课堂中主要的知识点和高标准的绘画技巧进行研

读，让孩子们从小养成探索的欲望，在不断的探索中，提高绘画兴

趣，进而提高绘画水平，将传承中的绘画风格进行模仿，在不断的

模仿中寻求和创新自己的新方法。小学美术是基础的教学，学生对

于线条和基本构图的敏感，加上对于传统文化中经典部分的学习，

一定会给小学美术课堂带来不一样的收获。 

3.1.3 为古诗词配画，使学生演绎传统文化 

关于小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浸润教育，毋庸置疑，就是将传

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在小学美术课堂中进行展现，通过不断的展

现，提高学生美术素养和美术能力，让学生在学习经典，传承文化

的同时有所感悟，有所体会，为后期学生美术素养的形成奠定良好

的基础。 

例如，小学语文课本中出现了很多古诗词，结合语文的新课标

教学目标和美术的新课标教学目标，将两个科目进行有机的融合和

贯通，有经验的老师开始为古诗词进行配画，引导学生在进行古诗

词学习的同时，了解古诗词所传承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并引导

学生通过自己对于绘画的鉴赏和自己的绘画技巧，进行绘画作品的

创作。有的学生直接在古诗词旁边进行绘画，绘画技巧比较流畅的

学生，通过为古诗词进行配画，更好地将学科与学科之间进行有机

的融会贯通，古诗词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传统文

学中留下的经典，经典的美术绘画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浸入式教学，让学生们感受到学科与学科之间的

联系，感受到传统文化与美术作品之间的关联，通过不断提高学习

的关联性，培养小学生的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品格。优美的绘画

作品展现古代的一花一草；映现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一曲古诗词，

更是一种经典的流传。 

3.2 提高小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浸润教育中的理论和实践的

关联性 

3.2.1 学习民间技艺，使学生体验传统文化 

中国的民间艺术博大精深，我们最熟悉的油剪纸、陶瓷、捏糖

人、打铁花、写对联等。每一种技术都包含着一定的美术基础和美

术技巧，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民间技术和传统文化有机的结合，

既传承了老祖宗留下来的优秀记忆，又更好的结合了当代的绘画技

巧和风格。这些民间技艺和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随着时间的推移，

从古到今，有些技艺已经在现今成了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丰

富着传统文化的宝库。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利用传统技艺进行融合性

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们体验到更多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技艺，更能

让学生们从小认识到更多的民间技艺，进而提高对于传统文化的了

解和认识，进而丰富自己的美素学习素材，让学生们将学习到的理

论知识更好地应用到实践的创作和艺术中。 

3.2.2 联系传统节日，使学生诠释传统文化 

中国人特别讲究传统节日的意义，无论是我们的春节还是元宵

节，亦或是清明节还是端午节。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内涵，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脉络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从中秋节到

重阳节，每一个节日都有它不同的节日特点，每一个节日又富含了

不同的文化气息。传统节日与现代美学的有机结合，尤其是在小学

美术课堂上，让学生联系传统节日，以绘画、手工制作等美术形式

对传统节日进行诠释，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喜爱

之情。激发了学生对于传统节日的思考，将更多的美术元素融入到

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中，衍生出适合时代发展的新的文化精髓。 

例如，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快乐的节日》这一课的时候，老

师就首先引导学生们对于传统节日的特色进行回忆，通过对特定节

日的特定风俗习惯进行认真研究，结合每一个传统节日的风俗引导

学生进行美术作品的制作。老师鼓励学生们选取自己最喜欢的节

日，并结合节日特色，创造属于自己的美术作品。有的学生喜欢端

午节，端午节的特色是粽子，结合粽子的元素以及模型，在小学美

术课堂上，老师引导学生们对粽子进行绘画和小制作，结合古时候

人们对于粽子的特殊感情，和伟大文学家屈原的故事，在向学生们

宣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将粽子的情节与文化的内涵，加上

人物的特色，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引导学生们进行思考和创作。通

过多样的美术形式和丰富多彩的美术引导方式，让学生们感受到美

术与生活中的实际联系，将理论的知识有效地进入到学生的实践

中，并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实践创作。 

综上所述，小学美术教学形式的多样化，教学方式的不断创新，

增加了传统文化与小学美术的有效融合性，在融合的过程中，充分

展现了美术教学的神韵。教师积极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通过让学

生欣赏古典名画，舞动笔墨，使学生感受到传统美术的神韵；通过

不断地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习一些民间技艺，使学生体验到了

传统文化的价值。让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结合传统节日的特点，

进一步喜爱上美术教育学，对美术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美术教

学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有机融合，紧密结合起来。学生在这样的美

术课堂中既感受到了当代美术的青春气息，美术与时代接轨的同

时，也很好地继承了优良的传统，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好

地完成美术课堂的高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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