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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美术教育中的民间美术价值与教学实践策略 
鲁明晓 

（梁山县第三实验小学美术教师  山东 济宁） 

摘要：民间美术源于百姓生产生活实践，不断用美术手法凝聚智慧、表达情感、传递精神，成为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小学阶段的美术教育，应将民间美术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本文对小学美术教育中的民间美术价值进行探究，并从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等多个角度讨论实施民间美术教学的实践策略，为小学美术教学注入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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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是诞生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的传统文化，其具

有浓郁醇厚的乡土气息，常因民族或地区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的艺
术特色，在朴实率真的造型结构与色彩搭配中散发出特殊的审美韵
味。民间美术多在展示普通民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内容上
或叙述日常生活片段，或记录宗教礼仪活动，或描述节日庆典场景，
通过美术手法在不断聚智慧、表达情感、传递精神。在现代文明的
快速发展中，民间美术的传承更加引人关注。在小学美术教育中引
入民间美术的内容，是小学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需求，也是
推动民间美术创新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挖掘美术教育中的民间美
术教学价值，有效开展民间美术教学，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民间
美术。 

1 小学美术教育中的民间美术教学价值 
1.1 凸显美术的实用功能 
民间美术是百姓在日常活动实践中所总结生成的乡土文化精

华，往往使用手中或身边的工具与材料完成美术作品的创作，不仅
在类型上五花八门，其内容也表现得异常丰富。在小学美术教学中
引入民间美术内容，可通过教学进一步让小学生了解民间美术作品
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范围与功效，如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年画、剪纸
等美术作品，即可以直接贴在室内墙壁、箱柜等表面，起到美化装
饰的效果。因此，小学美术教育的民间美术教学，将让学生接触到
更多的地方习俗和民族文化，不断了解和感受到美术的实用价值。 

1.2 开发美术的益智作用 
民间美术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主要以平面画或立体画作

为载体，在创作中蕴藏丰富的情感，力求运用各种修饰手法去搭建
框架，在布局创作中加强细节调整，激发欣赏者的想象力，不断捕
捉和挖掘美术作品中的象征寓意，努力与创作者之间构建交流的桥
梁，进而揣摩创作者的内心情感，品读作品的精神内涵。在小学美
术教学过程中，随着学生对民间美术作品的了解增多，必然会增长
学生的见识，活跃学生的思维，充实学生的知识体系，增强学生对
美术的艺术感知力。因此小学美术教育中的民间美术教学，将面向
小学生发挥其益智作用与价值，引导学生在线条、色彩等变化中积
极跟随创作者的思维情感而思考。 

1.3 增强美术的审美影响 
民间美术从寻常百姓中诞生并流传，又会反过来服务于寻常百

姓，让百姓都可以接受其中所表达的审美理念。小学美术教育中的
民间美术教学，会直接在呈现作品的过程中融入其特有的审美观
念。相比文字内容，充满造型感、色彩感的民间美术作品更能让小
学生感受到艺术美，丰富了自身对美的定义，增强了对美追求的动
力，从而陶冶情操，增强审美能力，这是民间美术所应具备的审美
价值。 

1.4 引深美术的德育价值 
很多民间美术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生活实际，创作的内容也

多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因此可以在教学应用中作为重
要的德育教育工具。如很多剪纸或年画都在传递或发扬孝、亲、和、
善、仁、诚、信、义、勇等品质，这些也是德育教育中着重强调的
教学内容。小学美术教育中的民间美术教学，小学生可以直接接触
到民间美术作品，体验创作过程，倾听作品背后的故事，将帮助于
小学生在情感共鸣中健全人格、培养品德。 

2 小学美术教育中实施民间美术教学的实践策略 
2.2 确定重点教学内容，构建有效课堂 
民间美术的教学价值是集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于一体的，由于

民间美术与民间活动息息相关，因此有关民间活动中的任何一个小
的瞬间还是大的创新，都可以在民间美术中呈现。小学美术课堂上

对民间美术的教学，应该以呈现不同民间美术的造型、色彩等要素
为侧重点。教师在课堂上讲解民间美术相关内容时，可有针对性地
做好教学设计，集中选择某一方面的民间美术内容形成知识单元进
行讲解。这样既有利于学生对特定的民间美术知识进行学习和理
解，也有利于阶段性建构关于民间美术的知识体系，避免因民间美
术知识面点涉及过多而影响学生的认知。在教学内容上，既要让学
生对美术作品进行艺术欣赏，又要引导学生尝试自己进行创作练
习，关键要让学生能够在练习实践中不断对知识点进行理解，达到
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如在向学生介绍“戏剧脸谱”的民间美术
内容时，教师可先向学生播放多媒体课件，让学生欣赏色彩、线条、
样式的多样变化，同时还可播放关于脸谱的歌曲，进一步加深学生
的兴趣，并对典型的脸谱所代表的性格特征进行解说。然后可与学
生一起进行脸谱创作。在课堂上，教师可同时将认识脸谱特征、绘
画脸谱作为教学重点。教师能够坚持选择某一个民间美术形式作为
教学重点，才能构建生动高效的美术课堂。 

2.2 运用灵活教学方式，扩大教学效果 
民间美术造型多样，题材丰富，因此在教学方式上也不能一成

不变，缺乏新意。小学美术课堂上开展民间美术教学时，教师有责
任设计运用更加多变的教学方式，力求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保持
浓厚的兴趣去学习、思考、理解、运用民间美术知识。教师要充当
好引路人的角色，让小学生通过锻炼来更加自信地展示自身的课堂
主体角色，学生不仅要用心听，还要勤思考发问，善于讨论交流，
敢于动手探究。教师要有意识地将课堂教学引深到课外，如带领小
学生在展览馆、文化宫、博物馆等场馆去亲身体验民间美术的独特
魅力。还可以利用传统节日组织班级艺术活动，积极参与制作民间
美术手工作品。教师要鼓励小学生在社区村落的不同环境中发现民
间美术的存在，倡导携手共建美丽环境，要求将自己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想写到日记中，写到作文里，进一步加深对民间美术的理解，
进一步扩大美术教学的效果。 

2.3 实施合理教学评价，强化正面影响 
小学生在美术课堂教学中接触并学习民间美术，教师不应要求

学生能够理解和消化民间美术特有的文化内涵与理念，不必强调掌
握民间美术的艺术特色、美学思维、传承价值，而是应积极促进小
学生在参与中获得更加立体、系统的美术体验，因此教师在教学中
还应把握教学评价的方向与效果，应降低使用结果性评价的概率，
增加过程性评价的比重，应在评价中关注小学生对民间美术的接受
情况、在参与教学中的情感与态度发展情况等等。教师应在教学评
价中，注重把握不同教学内容与形式中小学生的差异化表现，挖掘
每个学生的闪光点和进步之处，在整体评价班级学生表现的同时，
还要做出对每个学生的个别点评，要以表扬为主，增大小学生的自
信心。教师要合理实施教学评价，还应强调要对自己的教学过程保
持反思与自省，及时查找不足与短板，在后续教学中及时改正，以
确保整个班级的民间美术教学可以朝着预期目标发展。 

结束语 
小学美术教育是培养小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工作。在美术课堂

教学中引入民间美术，正确把握民间美术在实用价值、益智价值、
审美价值、德育价值等方面的教学价值，坚持确定重点教学内容、
运用灵活教学方式、实施合理教学评价，从而构建有效课堂，扩大
教学效果，强化正面影响，将推动民间美术教学实践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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