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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高校应大力弘扬民族文化，树立学生正确的

民艺观念。在此，民族民间渗透到高校美术课程内时，

不仅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也是高校特色课程建设的

主要手段。多年来，高校自觉地以民间风俗为视角去阅

读、思考，怎样把民族民间美术资源有机地运用到学生

的日常生活中去，进而消除认识上的障碍，使学生在真

实的文化环境中，加深理解课程的理念与设计意图，获

得文化知识，感受文化内涵。

1、民俗文化渗透基础型课程

1.1 正确把握基础型课程内涵

在民俗文化渗透课程中，其课程内涵是指学科总和

以及有关的课程安排等，也是高校为实现育人目标所设置

的教学、进程的总和。其涵盖了学校所教授的各种科目和

有目的、有计划的教学活动，是学校教学的中心和根本。

1.2 民俗文化教育渗透基础型课程的价值取向

在基本型课程中渗透民间文化，不仅要了解民间文

化的教育价值，还应满足学科对其的基本需求。以学生

发展为“风向标”，将民间文化融入课程中，并对其进行

剖析，树立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育人价值，彰显民俗文

化所赋予的时代特征。在此，高校应努力做好有关的创

新性发展，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运用学生易于接受和

喜欢的活动，满足学生对课程多样化的需求。同时，这

也是民俗文化教育渗透到基础性课程的价值取向，是推

动我国高校素质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

1.3 高校美术课程渗透民俗文化的实施原则

通过将民俗文化与高校美术课程相融合可让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更为深入地了解我国传统节日的风俗习

惯，并能直观地体会到不同民族的艺术形式和特色，接

受不同民族如何运用自己喜爱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自己的

感情等。在高校美术课程渗透民俗文化教学时，教师应

合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以欣赏、指导、创作的方

式，让学生感悟我国民间美术作品，同时还可充分利用

学生周围美术资源，加强对学生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培

养力度。如，通过将民间民俗文化有机渗透到美术课程

中时，同学们可在民间美术方面进行大量实践，包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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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传统的皮影、剪纸、泥塑、年画等，透过对民间美术

的来源、形制、纹饰、颜色等的了解，加深对民族民间

文化的理解 [1]。

2、民族民间美术文化与高校美术教育的融合措施

2.1 地域文化和美术课堂教学的融合

首先，在高校美术融合民族民间美术文化时，教师

不仅要将地域文化资源与美术课程相结合，还应突出美

术绘画、赏析等教学内容，积极挖掘每个区域的文化特

色，以崭新的文化元素达到高效融合的教学效果。

比如，当地的一家公司，可以在当地的文化产品和

特色产品中挑选出几幅优秀的油画，将艺术与企业文化，

地域文化相融合，使艺术与地方文化的完美融合，并且

也促进了艺术与地域文化的创新效果。其次，在美术课

堂中教师应将民间美术的起源、传承精神普及给学生们，

让学生在吸收与转化的过程中更为了解我国民间美术形

式，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如，《家乡的艺术——徽州砖雕》一课，教师通过对

当地文化与艺术价值的探讨，让学生认识徽州砖雕的艺

术特征，并对徽州砖雕的形制特征及美的内涵进行剖析。

此过程，教师应与学生一起尝试从文化的视角去认识徽

州砖雕作品、徽州地域文化，以理性的方式去感化学生

内心深处的民族精神。本课教学步骤如下：

①融合地方文化，对“徽州砖雕”的初步认识

怎样使同学们更好地认识地域民俗美术，体会到地

域民俗文化是教师在开展本节课教学前应明确的根本问

题。在此，教师可以将徽州特有的民间艺术品，带进教

室，把有效的课程资源和教学内容相结合，使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感受到故乡的艺术魅力，通过对徽州砖雕艺术

特征及文化内涵的认识，加深对徽州砖雕文化的喜爱。

该课程充分运用现代网上的教学方式，首先让同学们在

国内欣赏到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美术作品，然后再带领同

学们去观赏徽州的传统建筑。透过一件古代建筑门盖道

具上的仿制品，激发学生对徽州砖雕艺术更深层次的认

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对民族艺术提升其热爱

之情，也会加深感悟文化与美术之间的情感联结 [2]。

②运用多元化的创作策略，对“徽州砖雕”的艺术

魅力进行探讨

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徽州地域文化，了解徽

州砖雕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同时也能对徽州砖雕文

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教师可在课堂上运用多种教学策略，

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条理。从了解“徽州三雕”的精美木

雕，粗犷石雕，独特砖雕，到定格徽州仿品，让学生在

说一说、谈一谈、做一做等美术教学活动中，逐步地将

学生从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徽州砖雕的艺术美感。教师

也可让同学们看一组徽州砖雕作品，通过赏析让学生们

找出这些作品和我们平常所看到的砖块有何区别？让学

生认真地看一下，这些砖头上的花纹是什么？那些花纹

是怎么雕刻的？一系列的问题，可以很好地让同学们通

过对徽州砖雕的形体美感进行分析和认识。为让学生深

入了解其制作办法，教师又一次提问：如此精致的花纹

是怎么被雕刻出来的？在播放录像时，通过对徽州砖雕

典型传承者的学习，了解徽州砖雕的三个阶段：打样、

打坯、精制等。教师可为学生展示有关的作品，并提出

问题：在这个砖雕中，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奥妙？通过对

平面、浅浮雕、深浮雕、镂空雕等不同工艺的层层刻画，

使学生体会到砖雕艺术的独特、细致的雕琢之美。徽州

古色古香的砖雕，为何要在青砖上雕出如此多的花纹？

他们的含义是什么？教师再次组织同学们观看和讨论。

透过探讨，让同学们认识到徽州的砖雕是一部名为“墙

上的故事书”，体味徽州砖雕的“画必有心，意必吉祥”

的文化意蕴。领略到徽州勤劳、智慧、善于运用砖雕技

艺教育后代的徽州砖雕艺术，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的美

术教学课堂。

③借助案例分析，了解掌握“徽州砖雕”制作方法

徽州砖雕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制作工艺是

其一大难点，为让学生们掌握其制作办法，教师以图画、

实物接触、特定说明、文化剖析等形式，使学生对“徽

州砖雕”的制作有一定的认识和掌握，教师现场演示，

举例剖析，再一次拿出了引入环节中的仿砖雕刻教学工

具，和同学们进行讨论与沟通。徽州砖雕可以说是美不

胜收，各位同学是否也希望得到一件徽州砖雕呢？在教

师抛出问题后，可将制作好的作品拿出来，让同学们观

看、触摸，体会其材料的特质，并教他们按照以前所学

的方法来模仿 [3]。

教师将《五福捧徽》的半成品拿出来，问：你们觉

得《五福捧徽》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在演示的过程中，

巧妙地设置了难题，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解决课堂上的问

题。同时，通过对徽州砖雕艺术的鉴赏，也使学生加深

了对徽州砖雕的了解，为后续仿造奠定了基础。在学生

练习部分，突破传统的作画方式，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

形式共同努力完成一幅徽州砖雕刻。在此，学生还可以

根据自身对徽州砖雕的历史和文化认识，自行挑选，并

根据不同的主题意蕴，进行共同创作。

2.2 在生活中寻找地域文化之美，发现身边的地域文

化之美

在高校美术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突出生活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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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文化之美，将美术课程体系渗透到学生的实际生活中。

如，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不仅突出了地域文化，也彰显

了美术学科实践价值，其中包含美景、历史以及风俗等，

并且具有浓厚的文化魅力。在此过程中，高校应积极开

展美术实践活动，确保在美术课程教学中使学生更好地

学习和创作艺术，在融入地域文化时让学生真正感受到

地域文化之美。例如，可以举行“区域文化艺术竞赛”，

让同学们在比赛中创作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这是一

种必要的结合。通过对地域文化的亲身体验，可以激发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4]。

在充满了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崇敬和热爱的校园气氛

中，学校还可开办“民俗艺术体验坊”，担负起了民族文

化传承和创新的重任。在将民族艺术引进教室的过程中，

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学生认知起点，并对教案进行合理的

设计，以达到与学生心理、生理特征相适应的目的。同

时，教师应从民间艺术以及多种可能的教学过程中，鼓

励学生完成自主探索，以创新地方式创作出具有当地地

域文化特色的美术作品，从而使学生们更好地理解中国

传统艺术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

在追溯当地地域文化特点时，教师应从学生实际生

活入手，为其提供更为“亲民”的地域文化之美。比如

《家乡的小吃》，教师可与同学们分享家乡美食，了解当

地“舌尖”，并以多种方式记录当地特色美食，创作美食

图画，让同学们在体验美食的过程中，领略美食的魅力，

领略当地特色美食 [5]。

如教学《龙舞福地》课程，教师可着重于培养学生

的自主探索能力，并以图片、录像等方式，突出学生的

自主性。设计了全班合作完成一条立体龙造型的作业形

式，并取得良好的表现效果。使学生在体验到“龙”精

神的同时，也能提高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信心和传承

意识。

教学《重下西洋——船》课程时，教师可积极将当

地的文化融合到郑和航海中，创造出教学情境，并引导

学生们再次下西洋。以教学活动为主线，设计教学路径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体验船舶文化的过程中，同

学们对船舶的形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并能做出独特的

设计 [6]。

2.3 建立民间美术资料库

在民间民俗美术融合到高校美术教学课程中时，高

校应积极建立好民间美术资料库，以确保发挥民间民俗

教育价值。首先，我国传统民间美术文化历经几千年的

发展，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还富含着独特的民间

艺术气息。如特色民族建筑、剪纸等，这些民间美术作

品无疑不彰显我国传统文化，同时这些民间美术作品在

美术课程教育教学中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其次，在建

立民间美术资源库时，应合理运用校内资源，收集校外

民间资料，进而多渠道、多层次地推动高校美术教育更

好地发展，使学生可直接接触到传统民俗民间艺术资源，

更易于接受传统艺术的影响，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美术

教育系统 [7]。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美术教育课程与民族民间文化相

融合后，可让学生从知、情、意角度形成全面的人格，

更加认同传统文化，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同时，在

美术课程与民间美术元素融合后，可帮助学生形成更为

包容的文化态度，这对于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有着一定

的作用，并且在积极保护我国文化资源时可有效提高教

学质量，真正推动民间美术与高校美术形成“一体化”

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叶寅 . 中华民间美术与民俗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研究 [J]. 文渊（高中版），2021（2）：14.

[2] 严侃 . 民间美术资源在高校艺术教育中的教学实

践 [J]. 美术教育研究，2020（5）：114-115.

[3] 宋倩倩 . 高校艺术教育与民间美术传承价值分析

[J]. 文渊（小学版），2021（7）：1765-1766

[4] 曹万平 . 民间美术在高校美术教学中的实践分

析——评《中国民间美术教程》[J]. 中国教育学刊，2021

（2）：后插 10.

[5] 韩月峰 . 计算机美术设计在民间美术优化融合中

的应用——以沈丘顾家花馍为例 [J]. 中华手工，2021（7）：

16-17.

[6] 潘树章 . 唐代服装色彩美术的民俗寓意探析 [J]. 印

染，2021，47（4）：72-73.

[7] 徐燕琳，刘淑华，李曼霞 . 民间艺术研究的岭南

开拓和发展 [J]. 设计艺术，2020（5）：105-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