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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间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与人民智慧，是我国特有的艺

术形式。在民间艺术中包含大量的图形、图案设计元素，如传统剪纸、民族刺绣等，教师将这些元素运用

于图案课程教学中，既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图案课程过程，又能够以传统民间艺术元素陶冶学

生情操，熏陶学生审美情趣，发展学生艺术素养。本文简要分析了民间艺术及其在图案课程教学中传承的

重要价值，结合图案课程教学过程，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图案课程教学中民间艺术的传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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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学校中的课程设置情况，发现图案课程的比

重逐渐减少，而民族民间艺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精髓则是

图案课程的重要教学资源。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

民间艺术元素运用单一、学生参与度不足的情况，无法通

过图案课程让学生更好的体会我国民间艺术的魅力。因此，

教师根据图案课程特点及其教学内容，加强对民间艺术元

素的运用，带领学生走进少数民族地区、深入民间环境，

直观体会民间艺术元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

积极主动使用民间艺术元素参与图案课程学习，设计与创

新图案、图示，以此实现图案与民间艺术的融合，进一步

传承与发扬我国民间艺术，提升图案课程教学质量[1]。 

1  民间艺术及其在图案课程教学中传承的重要价

值 

1.1  民间艺术 

民间艺术是我国民族艺术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我国数

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晶，其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历史，能够

体现出民族特色与民间风俗文化，质朴、直观的呈现出我

国民族民间审美取向与创造精神。民间艺术是一种来源于

人民日常生活的艺术元素，主要产生于底层百姓的劳动、

社会生活中，是满足群众精神需求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

群众创作、自主表达式的方式。民间艺术具有娱乐性、原

发性与实用性，其在作品创作方面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围

绕着创作者的思想、生活、行为及期望展开，一些优秀的

作品能够直观表达出创作者的思想情感[2]。 
1.2  图案课程 

图案课程的学习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包括：（1）
图案形态技术，主要是学生对图案、图形进行认知、理解

与把握；（2）现代图案创意，主要是让学生进行现代图案
语言创造，使用图案表现技法；（3）挖掘传统艺术精髓，
在图案中体现具有东方思想的现代审美理念。在图案课程

的三个部分教学中，教师围绕“民族艺术”、“民间艺术”、

“中国风”等理念，组织开展图案课程教学。结合图案课

程教学内容，可以发现，图案的设计与使用，已经先后融

合了欧洲、东亚等不同地区的创意理念与美术思想，图案

设计的教学观念也在不断更新与发展，教师使用的教学方

法逐渐趋于多元化。基于此种情况，教师要进一步认识到

“立足中国本土文化根，展开特色图案教学”的重要意义。

另外，在图案课程中的“民间艺术考察与设计”中，教师

一方面要引导学生与国际接轨，感受现代化创意思维与设

计方法，另一方面要基于民族传统文化，在图案设计中融

入民族民间艺术元素，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教学目标为：

训练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培养学生的艺术表现力；培

养学生的文化观[3]。 

2  图案课程教学中民间艺术的传承路径 

在图案课程教学中融入民间艺术，建议教师要保证

民间艺术元素的融入符合课程改革需要，将课程内容作

为基础，适当运用民间艺术元素，为学生的自主创作与

探索提供资源；还需要适当分解民间艺术元素，对其进

行重新组合，适度改变，凸显图案课程中各种设计活动

的创新性。 
2.1  引入民族民间元素，合作互动展开图案设计 

在图案课程中引入民间元素，建议教师适当改变以往

的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空间。在引入民间艺

术元素之后，学生需要结合大量元素展开创作与设计，此

时若一味的讲解元素内涵、图形构造及特征会在一定程度

上压制学生的创意思维[6]。因此，教师可以提出“小组合

作学习”的模式，就是根据图案课程内容，设计小组合作

学习主题为：（1）具有现代元素与传统匀速的 Logo；（2）
表现新时代中国审美的图形；（3）对大量尾气排放的抵制
号召图形；（4）传统五行元素的综合设计等。例如，在传
统图案——“博弈时尚”的课题设计中，可以利用知名品

牌的 logo为载体，将传统图案元素运用到标志设计中去，
让学生对传统与时尚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层面。（如图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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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生作品 博弈时尚  图 2 学生作品 博弈时尚 
2.2  大量整合民间艺术元素，系统展开图案设计

训练 

在图案课程中引入民间元素，教师可以大量搜集不同

的民间艺术元素，集中呈现在学生眼前，提出“设计训练”

的学习环节。在“民族元素再设计”这一节课中，教师可

以引入大量的民间工艺品，包括：剪纸窗花、皮影、年画、

版画、彩塑、布老虎、布娃娃、木偶戏、雕刻、泥人、陶

瓷器等，将这些作为学生再设计的素材，分别展开“图案

设计”、“颜色搭配设计”、“图形改变设计”、“综合融合设

计”等不同的训练环节，循序渐进深化设计，引导学生更

灵活的运用民间元素，让学生在感受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

同时发展创新创造能力。例如，在传统图案——“节日•
骨子里的传统”课题设计中（如图 3、图 4），可以注重培
养学生发散思维、联想思维，对传统民间的节日图标和对

联进行图案设计，将现代元素融入到传统民间元素中，让

传统元素在大众中流行，从而达到传承传统的目的。 

  

图3 学生作品 节日•骨子里的传统  图4 学生作品 节日

•骨子里的传统 

2.3  组织民族地区采风，激发学生民族因素创作

热情 

在图案课程中引入民间元素，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走出

学校、走进民间人文环境中，让学生亲身体会各种各样的

民间艺术，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与独特。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根据图案课程教材中的内容，安排学生利用假期

时间进入国内一些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特色的地区，如大理

古城、丽江白沙古镇、贵州大山等，提出“请在不同的地

区搜集你见到的‘民间艺术’，将这些艺术中的图形元素、

颜色元素、搭配元素提取出来”。通过这种方式促使学生

对我国民间艺术产生更加直接的感受，更全面的认知民间

艺术，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进一步实现民间艺术在图案

课程中的融入[7]。 

3  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艺术是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

的文化产物，富含丰富的问废话底蕴，对于现代学校图案

课程教学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

生传统艺术素养来说具有独特价值。在今后的图案课程教

学中，建议教师要考虑课程改革要求，积极调整课程教学

方式与教学活动形式，寻求课程教学内容与民间艺术之间

的有机融合点，将民间艺术、图案课程、设计实践相结合，

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图案设计活动；还可以利用大量民间

艺术元素展开设计训练，以此夯实学生基础，提升学生艺

术素养，为地区文化的传承培养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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