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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民族文化扎根美育课堂 
王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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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国家教育行政层面对中小学美育越来越重视，大力推行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

理论与实践。各地方中小学为丰富美术课堂教学设立相关社团课程、开发校本课程，加强与社会资源的共

建，让美术教学走进博物馆、走进美术馆。美术课堂当下流行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和非遗艺术的认知与传

承，通过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体验学习培育中小学生的家国情怀、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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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育的“呐喊”呼声愈来愈高 

1912 年我国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提出“美育”，以

美育来代替宗教说。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诸育并举的

地位、认知，从此确定下来。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国

家对美育日益重视。学界、教育界掀起了一次次的美学大

讨论，国家层面出台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相关文件。进入

21 世纪之后美育更加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2018 年 4 月

教育部召开全国美育工作会议，此次会议是首次教育部全

国性的美育工作会议，同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

美院几位教授的回信中说：“提出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

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

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

成长。”可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当今美育的重视。各

中小学美术课堂也在进行着改革，结合素质教育的全面推

进不断打造高质、高效的美术课堂。 

2  新时代下美育对青少年儿童的探索 

教育改革进入了新时代，如何培养新时代青少年儿童

也是美育课堂所需要探索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立德

树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

探索立德树人落实的方向，首先要让儿童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有家国情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发

展核心素养。让新时代青少年儿童有梦想，青少年儿童的

梦就是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少年儿童要从小学会

做人、从小学会立志、从小学会创造。”只有将德智体美

劳全面的发展才能够更好的培育新时代少年儿童的核心

素养。美育可以通过美术课堂的拓展开阔学生的国际视

野，让学生们了解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从而促

使他们热爱祖国，使新时代青少年儿童具有民族魂。美育

在整个教育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连接着传统与现

代、民族与世界。 
儿童与生俱来就有对绘画的喜爱与热情，并且创造力

和想象力极强。毕加索曾说：“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问

题关键在于如何在长大之后仍然是个艺术家”。可见每个

孩子都具备一定自然而生的对美的认识和对美的创造力，

通过多年的教学我也常常会发现儿童的这种“天赋”。教

学中我也常常受到孩子们给予我的启发，从他们的绘画中

感受到儿童所独有的表现力和不拘一格的想象力。因此新

时代青少年儿童要具备审美能力、创造能力，同时要具有

对民族、对家国的情怀。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和非遗的民

间工艺都需要下一代来继承与发扬。所以美育对于青少年

儿童的教育就尤其重要。通过拓展美术课堂提升美育的实

效性，让美育在儿童这个阶段充分的发挥其作用。为了能

够更好的使课堂适应于新时代儿童，我们必须要改革和拓

展美术课堂，让课堂的内容丰富起来、课堂的教学科学起

来。 

3  拓展美术课堂发挥美育功能 

中小学美育教育的主要途径是美术课，美术课堂承载

了美育教育的功能，因而改革传统美术课堂、拓展美术课

堂是我们美术教师要探索的。美术课传统观念里就是让学

生绘画、手工制作。我在教学中打破了传统教学，拓展课

堂，增加中西美术作品的欣赏。通过欣赏培养学生的美术

素养，扩充学生的美术知识。为了更好的将欣赏内容融入

课堂我制作了从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的近百幅中外美术

作品，包含绘画、雕塑、壁画、书法、剪纸、民间工艺品

等内容。将新石器时代到现代美术史上重要的作品内容提

炼出来，根据学生不同年龄阶段和认知分年级安排欣赏的

内容。小学六年就能够对中外美术史有一个大概的认知，

大大提升了小学生对美术作品的欣赏能力。小学美术课我

想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所以结合传统手工艺开设了陶

艺课，将陶艺融入课堂。通过陶艺课既了解了传统手工艺

品又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开设

国画社团以此补充美术课堂。学习中国传统绘画了解民族

历史的发展，通过国画的学习来弘扬和传承中国民族文

化。更是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让新时代儿童走进民族文

化，再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拓展美术课堂是有利于新时代儿童身心的发展，开阔

其视野。培养其家国情怀，激发其民族自豪感，树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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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塑造良好品格，培养其担当意识。新时代是多元的

时代、是科技的时代，拓展教学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互联

网信息技术可迅速的连接线上的资源，形成资源共享不出

课堂则通世界之美。美术馆、博物馆、民俗馆、图书馆等

都可以共建的社会资源。 
与社会资源及社会的文化艺术场馆形成教育共建，既

发挥了各场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又弥补了学校的教育短板。

走进文化艺术场馆是情境教学的必要，通过参观实践让学

生身临其境，创设环境氛围有利于学生兴趣的产生和激发

探索的欲望。在与文化艺术品的近距离接触下能够培养学

生对文化艺术的感知力，是由抽象认知转向具象理解的一

个学习探索的过程。对学生在短时内有效的获得知识与技

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因此馆校共建是美育教育必然

要普及或常态化的新方向。 

4  馆校共建是美育教育的新方向 

馆校共建的新教育模式是有力于培养新时代青少年

儿童对民族文化及艺术的喜爱，更好的树立民族自信心，

让我国民族文化和艺术在新时代的青少年儿童内心中扎

根、发芽、开花、结果。充分的创设文化艺术环境可以让

青少年儿童参与实践各种民族文化和艺术活动，可以潜移

默化地熏陶、感染、影响青少年儿童对传统民族文化及艺

术的喜爱。通过有意识的培养学生走进各种文化艺术场馆

可以让学生形成无意识的一种生活习惯，美育课堂教育拓

展的不仅仅是专业上的教育或者狭义的课堂，更是为了拓

展到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让学生真正的形成生活中的

对美的教育和美的行为习惯。这是影响他们一生的，让审

美和美感融于生活。 
在西方许多国家很早就引导青少年儿童走进美术

馆、博物馆等公共场所，并且让孩子们和各种馆藏文物

及艺术作品“亲密接触”。让青少年儿童定期走进各种场

馆，这种影响已经扎根于家庭生活中形成家庭周末的活

动。在日本就有着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美术馆和博物馆，

无论是走进任何一家你都会发现许多青少年儿童参观学

习的身影。更有趣的是这些青少年儿童去美术馆、博物

馆是他们最为开心的一件事，走进美术馆或博物馆就像

走进了游乐场一样的精彩。这无疑是馆校共建教育下的

产物，是源于美育教育的推动力。我国近年来也尤其注

重美育教育和对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号召各个博

物馆历史文化馆免费对民众开放，让历史遗留下的艺术

作品及沉睡百年、千年的珍贵文物“活起来”，走进大众

的视野，亲近大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先后

作出一系列论述、批示和指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像

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要系统梳理传统文

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一系列论述彰显了

新的时代背景下党中央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增强

了我们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自信心和历史使命感。随着更

多新科技、新理念的引入，生活的需求，真正让文物“活”

起来，博物馆在现在社会担任着诸多的功能，其中教育功

能能够实现和学校之间的有机对接，因而在大力提倡素质

教育的今天，博物馆与学校之间逐渐形成了“馆校联合”

的新型教育模式。这是现代教育发展的需求，博物馆的社

会教育功能与学校教育正好相得益彰。根据博物馆的特质

以及学校的需求，积极探索，策划符合本馆实际情况的合

作模式。馆校融合可以使博物馆与学校形成互动，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既能体现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又能有效促进

学校教育的提升。在教学中我积极地促进当地博物馆与学

校的合作，让学生有机会走进博物馆与历史所留下的艺术

作品近距离接触，在内心深处播种下民族历史文化的种

子。馆校的共建更是有利于请相关专家学者走入校园开展

系列讲座或弘扬非遗文化，让美术课堂中的欣赏更加的专

业。通过各种共建的合作形式来更好的培养新时代儿童对

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喜爱，从而通过参与实践更好了认识自

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文明，树立其民族文化自信。让

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具有国家情怀、国际视野、民族责任的

担当。 
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是服务于新时代青少年

儿童的身心健康的发展；是培养新时代青少年儿童素质的

全面发展。“五育并举”“双减政策”都是新时代教育的前

进与改革方向。美育教育更是肩负着新时代教育的重要责

任，无论是课堂的拓展改革还是社团课程的补充或者是馆

校的共建，都是为了美育而服务。使得美育的课堂不仅仅

停留在绘画技能的层面，更是升华于精神的层面。让美术

教学有血有肉，不断地丰满且不拘于教室的课堂内。传承

民族文化是美育的永恒主题，美术课堂的改革与推进素质

教育是不变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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