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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非遗手工艺术与幼儿园美术教学的融合探究

王　卓

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幼儿园　陕西西安　710000

摘　要：习总书记说：“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非遗手工艺作为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和艺术价值，对于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创造力和文化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而

幼儿园美术教学则关注幼儿的审美发展和创造性表达能力的培养。将非遗手工艺术与幼儿园美术教学相融合，不仅为幼儿

园美术教育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丰富的资源，还让幼儿通过亲手操作、亲身体验，感受传统手工艺的魅力和价值，有助于

培养幼儿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关键词：非遗手工艺术；幼儿园美术教学；融合；途径方法

非遗手工艺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传承与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幼儿园作为幼儿启蒙

教育的重要阶段，其美术教学对于培养幼儿的创造力、想

象力和审美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将非遗手工艺术文

化与幼儿园美术教学相融合，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与形

式，提升教学效果，还能够让幼儿从小接触和感受非遗手

工艺术的魅力，为其未来的艺术素养和人文素养奠定基础。

1. 将非遗手工艺术元素融入幼儿园美术课程，设计

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

我园积极探索将非遗手工艺艺术元素融入幼儿园美术

课程的有效途径，设计出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既丰富了

幼儿的艺术体验，也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例如：

通过美术课题教研，选择适宜的传统非遗手工艺技艺，如

旬邑彩贴剪纸、西秦刺绣、凤翔泥塑等，利用现代多媒体

技术手段，组织幼儿欣赏不同类型的作品，感受每一种非

遗手工的独特性，并通过组织幼儿设计自己喜欢的刺绣图

案，如花草、动物，鼓励幼儿尝试用彩色棉线和织物进行

刺绣，在体验手工制作的过程中感受手工艺制作的乐趣和

技巧。在开展传统剪纸活动中，教师通过提供简单的图案

模板，逐步引导幼儿尝试自由创作，引导幼儿设计自己喜

欢的图案。发挥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幼儿从生动的

体验中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通过这一系列非遗手工艺教学活动，幼儿不仅接触到

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更在生动的体验中感受到了传统

文化的魅力。不仅发展了幼儿的美术素养，更在无形中培

养了幼儿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为幼儿的成长和发展

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滋养。

2. 以游戏化、互动式的教学方法，激发幼儿对非遗

手工艺术的参与兴趣。

在开展幼儿园美术课程中，我们发现通过游戏化和互

动式的教学方法，能够有效激发幼儿对非遗手工艺术的参

与兴趣，从而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创造力。例如：我

园利用传统文化节日设置不同“非遗艺术创作区域”，邀

请民间手工艺人走进幼儿园，幼儿在直观欣赏学习的同时

可以亲身感受非遗手工制作。在此过程中孩子们的注意力

被手工艺匠人手中的作品吸引。他们亲眼见证了面团的神

奇变幻，从一块普通的面团到栩栩如生的面人作品，每一

个步骤都充满了惊喜和乐趣。师傅的边操作边讲解，不仅

让孩子们了解了捏面人的技巧和流程，更让他们感受到了

手工艺人的匠心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师傅的指导下，孩

子们迫不及待地开始动手创作。他们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小心翼翼地揉捏着面团，尝试着制作出各种造型的面人作

品。虽然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孩子们的热情和耐心

却让人感动。他们不断尝试、改进，直到满意为止。通过

这种互动式教学，孩子们不仅学会了制作面人的技巧，更

深入地了解了传统手工艺制作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孩子们

开始意识到非遗手工艺艺术的重要性，并为自己能够成为

传统手工艺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者而感到自豪。同时，他

们的创造力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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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材料为灵感之源，探寻非遗手工制作的魅力。

组织幼儿参与非遗手工艺制作活动，是一种极具教育

意义的实践活动，可以让幼儿亲身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同时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对文化的认同感。在非遗手工艺

制作过程中，我们发现“材料”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不仅是非遗工艺成品的物质基础，更是文化传承和创意表

达的载体。每一种材料都蕴含着特定的地域文化，通过与

这些材料的亲密接触和探索，幼儿可以深刻感受到非遗手

工艺的独特魅力。例如：凤翔木版年画这种传统的手工艺

艺术，其材料主要包括木板、纸张和颜料等。在组织幼儿

参与凤翔木版年画的制作活动时，教师首先向幼儿介绍了

凤翔木版年画所使用的材料。通过讲述这些材料背后的故

事，帮助幼儿了解它们的独特性和文化价值。与此同时为

幼儿提供适合幼儿开展木版年画制作的材料，通过幼儿触

觉、视觉等感官体验，对比教师提供的几种材料，使幼儿

直观地感受材料的质地和纹理，通过比较幼儿发现吹塑纸

更加便于适合刻画出木版年画特有的纹理和细节，更好的

表现木版年画质感，这样的探索过程加深了幼儿对材料的

认识和理解，还培养了他们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在教师的

指导下，幼儿主动参与到木版年画的制作过程中，使用铅

笔雕刻吹塑纸、印制年画等技巧。通过实际操作，幼儿能

够亲身体验到传统手工艺的制作流程和技巧，并在过程中

感受到创造带来的乐趣。活动的开展不仅丰富了幼儿的学

习经验，也为他们的综合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支持和促进。

4. 以教学为引领，深入探索非遗手工的精髓。

为将非遗手工艺术与幼儿园美术教学深入相融合，我

们通过创设丰富的教学环境，在教室中设置非遗手工艺品

的展示区，展示各种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工具，让幼儿随

时能够观察和欣赏，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好奇心。并结合幼

儿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组织他们参与到非遗手工艺术的实

践活动。例如：在开展欣赏“华阴皮影”活动中，教师引

导幼儿在欣赏华阴皮影非遗手工艺术的同时，不仅详细向

幼儿讲解皮影的制作工艺，包括选材、雕刻、上色、组装

等多个环节，还向幼儿介绍皮影戏的历史背景和表演特色。

通过为幼儿提供适合制作的透明 PVC 薄板材料，使幼儿在

构图、剪贴、上色、装订制作过程中，亲手操作体验了皮

影剪刻的精细和色彩的丰富。同时，教师还结合幼儿园的

教学计划和主题活动，将非遗皮影手工艺术创作融入到各

种教育活动中。比如，组织幼儿观看视频非遗传承人的皮

影戏表演；其次，在班级美术区域中投放幼儿可创作皮影

的材料，使幼儿能够沉浸式的投入到皮影人物角色的创作

当中。最后，组织幼儿用自己创作的皮影角色进行表演活动，

让幼儿亲身体验到皮影戏的魅力。以上一系列的活动将非

遗皮影手工艺术真正的融入到幼儿的学习生活当中，幼儿

不仅能够学到实用的技能，更能够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传

统文化和皮影独特的艺术形式魅力。

在“重阳话温情”这一传统敬老活动中，教师巧妙地

将非遗美术编织技巧融入到幼儿的教育实践中，让传统文

化与现代情感交汇融合。活动前组织，教师带领幼儿一同

学习非遗编织技巧。幼儿从自己的家里带来大小不同的鞋

盒，自制编织器，在教师的引导下，虽然起初的尝试略显

笨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能够编织出简单的纹理。

在此活动中幼儿还懂得了用不同色彩的毛线来控制自己想

养的花色。此活动不仅让幼儿在实践中学习和体验了非遗

编织技艺，还让他们懂得了敬老爱老的重要性。幼儿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传统文化中的尊老敬老美德，让传统文化在

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同时，这次活动也加深了幼

儿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让他们更加珍视和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5. 从简入繁，逐步深入推进非遗手工艺术在幼儿园美

术活动中的开展。

幼儿园美术教育是培养幼儿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的重

要环节。而非遗手工艺教学可以开发幼儿的智力、情感、

审美等多方面能力，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为此我们在开

展非遗传统手工艺活动中采用了由浅入深、从简到繁，逐

步深入的教学方式，让幼儿在游戏中接触、感受传统手工

艺美术的魅力。例如：从幼儿最喜欢的泥塑活动开始，最

初组织幼儿自由的使用泥巴进行各种艺术创作活动，慢慢

的幼儿了解了泥巴的特性，感知了泥巴的柔软质地和可塑

性。教师开始逐步引导幼儿学习简单的平面塑行，感受形

状的变化和造型的乐趣，从而初步掌握了泥塑的基本技巧。

紧接着，鼓励幼儿尝试进行立体塑形，通过模仿身边实物

形态或者想象中的形象，用泥巴打磨出立体的物体动态。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活动都由浅入深，不断深入推进幼

儿探索泥塑的奥秘和可能性。每一个作品似乎都是在展现

幼儿自己内心世界的延伸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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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创新非遗手工，让传统文化在幼儿园美术活动中焕

发新活力。

为了更好地吸引幼儿参与非遗手工体验活动的兴趣，

教师将非遗手工艺术全方位的进行了创新。不仅在形式上

有了改变，在内容选择上也更加丰富和扩展。使非遗手工

文化在幼儿园美术教育中焕发新的活力，让孩子们在动手

实践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欣赏它的独特魅力。

6.1. 形式上的创新

在非遗手工的艺术世界里，我们鼓励幼儿勇敢借鉴自

我，发挥无尽的创意与想象力。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诠释传

统非遗艺术，将个人特色融入每一件作品，创作出既符合

传统审美又符合幼儿视角的审美作品。例如：在布贴画艺

术活动中，幼儿根据布料的不同花色，剪拼贴出自己喜欢

的花样，在剪贴的过程中幼儿不仅学习到了非遗手工传统

技艺，还能感受到创新乐趣。

此外，我们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引导幼儿利用 3D

儿童糖画笔制作出惟妙惟肖的糖画，这种将新技术应用在

非遗传统手工艺中的方式，让幼儿在欣赏自己创作作品的

同时，也能感受到现代科技与非遗艺术的完美融合。

6.2. 内容上的创新

在非遗手工的内容上，教师积极尝试引入更多具有时

代感和教育意义的元素，以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并愿意

传承非遗传统文化。例如：引导幼儿将现代元素融入非遗的

手工艺中，以环保为主题，组织幼儿创作编织出靠垫、环保

小提兜等作品，这样的艺术作品兼具了传统与现代韵味，不

仅丰富了非遗手工的编织内容，也培养了幼儿的环保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使非遗手工更具时代意义和教育价值。

同时，还结合传统节日等特定场合，创作出具有特定

主题的非遗手工作品。比如，在春节期间，教师引导幼儿一

同制作具有年味和寓意的木版年画和各式各样的剪贴窗花；

在端午节期间，教师组织幼儿一同开展制作竹编、漆扇作品；

这些形式各异的作品，不仅能够让孩子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魅力，还能增强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6.3. 教育方法的创新

在非遗手工的传承过程中，还需特别注重教育方法的

创新。为了确保幼儿在充满趣味和乐趣的环境中深入了解

和体验非遗手工，在教学活动设计时应更加注意活动设计

的趣味性和游戏化。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还能让非遗文化以更加生动、活泼的形式展现出来。例如：

引导幼儿听音乐进行剪纸创作，将音乐元素与非遗传统手

工艺术完美结合，设计出别具一格的教学活动。在活动中，

首先让孩子们聆听一段悠扬的音乐，引导他们感受音乐的

节奏和旋律。接着，教师向幼儿介绍剪纸的基本技巧和知识，

并展示一些与音乐主题相关的剪纸作品，激发孩子们的创

作灵感。随后，孩子们拿起剪刀和彩纸，随着音乐的节奏

开始剪纸创作。他们可以根据音乐的节奏快慢和旋律变化，

剪出不同形状和图案的剪纸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不

仅能够学习到剪纸的技艺，还能感受到音乐与剪纸艺术的

完美结合，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喜爱非遗手工艺术。

与此同时，幼儿园通过举办画展，将孩子们的非遗手

工作品融入到画展当中，鼓励和展示孩子们在非遗手工领

域的努力和成就。画展上孩子们向家长和朋友们介绍自己的

创作过程和灵感来源。这种互动和交流的机会不仅增强了孩

子们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还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欣赏

了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画展还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和参与，为非遗手工艺术的传承和发扬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

力。因此，通过举办画展，可以让更多的幼儿爱上了非遗手工，

让传统文化在幼小的心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综上所述，通过将非遗手工艺艺术元素融入到幼儿园

美术课程的实施研究，不仅丰富了幼儿的艺术体验，还使

幼儿在快乐的学习中感受到非遗传统文化的魅力，有效地

促进了非遗艺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些教学活动不仅培

养了幼儿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还激发了幼儿对传统文化

的热爱与尊重。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在早期就能够体验和

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和丰富魅力。未来，他们将

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为弘扬中华文化、展现

中国风采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的教育之路，值得持续探

索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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