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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素养下美术教育中的乡土文化

1、乡土文化与乡土美术的概述

“乡土”是一个地区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而形成

的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形式。乡土美术是从广大

民间美术中提炼而成的一种艺术与文化现象。核心素

养下乡土美术具有强烈的审美教育意义。在很多地区，

民间的文化和艺术中，有大量的手工，雕刻，绘画，

建筑，剪纸，雕版等。乡土美术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

和文化价值，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总结而

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核心素养下在美术教学中

融入乡土美术，是培养学生美术核心素养的一种非常

好的形式。

2、美术教育中乡土文化的渗透

在近几年的中小学美术教育中，许多学校都将本

土文化和材料融入到美术课堂中。核心素养下乡土文

化的引进给中小学艺术教育带来了新的生机，对提高

中小学生的审美情趣也有积极作用。许多学校已在美

术教学中发展了校本美术教科书，把当地的乡土文化

和美术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的美术教学更加

灵活、生动。福建厦门一些中小学已经开发出美术校

本教材，许多学校都在厦门瓷绘文化中增设了美术教

学内容，对厦门传统陶瓷绘画艺术的审美内涵进行了

归纳，一方面使作为闽南地方特色文化的瓷绘画文化

得以传承，另一方面使美术课堂教学更具有生活气息

和文化亲切感。中小学艺术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

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对美的认识。将乡土文化引入美术

教室，可以使同学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艺术来源于

生活而高于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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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素养下美术乡土文化的开发与应用存在的

问题

1、师资力量整体比较薄弱

作为审美教育和绘画教育的重要领导者，核心素养

下教师的工作效率和综合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艺

术教育的质量和地方文化的融合。当前，美术教育的师

资建设还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美术教育的教师素质和

文化素养水平参差不齐，与国家素质教育、国家文化建

设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要求有很大的差距；二是由于艺

术教育总体规模较小，教师的教学任务比较繁重，造成

了一个人带多班、一个班学生多的问题，同时也会对教

师自身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2、话语转换出现不良倾向

美术教育是以“美”为教育立场，以“艺术创作理

论”、“创作技巧”和“鉴赏”为核心，以“凝练”、“抽

象性”为特征。核心素养下的美术教学就要求在艺术与

本土文化的结合中，教师要善于运用语言的转化，用更

加通俗、具体、生动的语言来表达艺术，并进行相应的

教学活动，以达到与本土文化的平衡。但是，当前的话

语转化仍存在着“敷衍化”和“娱乐化”的倾向。“敷衍

化”的趋势是指教师在话语转化、创新上的敷衍，教学

内容仍然是由观念到观念、从理论走向理论，与实际需

要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与新时期思维习惯、阅读习惯相

脱节。“娱乐化”的趋势，是指艺术教师将深厚的理论庸

俗化，理论复杂，将教学活动娱乐化，从而妨碍了本土

文化和艺术教育的结合。

3、美术的教育载体功能发挥不出来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和新媒体的不断涌现，美术

教学的方式和手段也从单一的教材、粉笔、黑板走向微

课，音频、视频、图像的转变，为地方文化与美术的融

合提供了新的环境，但在过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

到新的问题。比如，新媒介的应用还不够完善，大部分

老师习惯于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模式，而忽略了新媒

介如多媒体的应用，而在引入“互联网 +”和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后，却没有大力推行，导致其成为一种形式。

新兴的艺术教育形式与传统的艺术教育形式还没有形成

完整的合作关系，导致教育载体功能没能得到充分的发

挥 [2]。

4、美术教育环境未得到彻底改善

美术教育始终是在特定的情境下进行的，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都处在特殊的情境之中，受到特殊的环境影

响，比如，现在的国家对美术教育的重视，包括美术教

育、绘画教育，为美术教育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

件，但是美术教育的环境还存在着问题，这也影响了核

心素养下美术教育本土文化的融合。具体来说，一方面，

新媒介环境对本土文化的渗透和实施产生了严重的干扰，

比如新媒介环境下的低俗文化、金钱至上、享乐主义人

生观、虚无主义历史观等，挤压了本土文化的渗透，从

而限制了乡土文化的发展。

三、核心素养下美术乡土文化的开发与应用措施

1、践行核心素养，融入乡土感情

乡村就是学生成长的地方，中小学的孩子们对家乡

的情感还不够深刻，而在小学，则是培养他们对家乡的

深厚情感的一个重要时期。乡土文化更接近于学生的日

常生活，具有深厚的内涵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核心素养

下在小学美术教育中，应充分利用本土艺术资源，使学

生既能熟悉艺术文化，又能更好地学习艺术，又能把本

土文化和艺术教育结合起来，从而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

的热爱和传承，使学生在学习、体悟乡土美术的过程中，

增强学生的核心素养。近年来，民间文化如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同时在保护意识逐步提

高的同时，也作出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

光靠少数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孩子们从小培

养起对本土文化的保护意识，让丰富的地方文化得以长

久地传承下去。

2、践行核心素养，发挥教具作用

在美术教育中，有些老师常常会用幻灯片来给孩子

们讲解一些知识，幻灯片制作相较于教具的收集与制作

要容易很多，虽然幻灯片可以给孩子们带来一次视觉上

的享受，但光靠这些还远远不够。核心素养下在对学生

进行素质教育的同时，老师也要注意“教具”的功能，

让他们在课堂上既能作为旁观者，又能通过观看老师的

演示，甚至亲自动手来理解。一般而言，地方文化中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都是精细复杂的，老师们可以在

教室里指导学生观看，并利用“教具”让他们感受到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意义。比如，《民间面塑》这一课，

我们可以将本土艺人制作的花馍作为教具，拿到教室让

学生摸一摸、猜一猜、看一看、尝一尝，通过真实的教

具，引起孩子们极大的兴趣。同时，面塑中还有许多有

趣的故事，吉祥的寓意，也蕴含着许多的艺术特征和乡

土文化，老师通过面塑教具的应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让他们爱上美术课堂，爱上美术 [3]，也增强了学生

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培养学生对艺术作品形象的审美、

感知和领悟能力，提升了孩子的核心素养。也对学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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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资源的开发利用产生正面的影响 [3]。

3、践行核心素养，促进交流合作

一些教师在进行美术教学时，还不能改变原来的思

维模式，总是把自己置于课堂的主体，把学生置于“旁

观者”的位置，特别是在本土文化的开发利用上，教师

说的多讲的多。这种教学方法很难使学生真正的投入其

中，也不利于培养学生探索本土文化的兴趣。在核心素

养下的美术教育中，教师要正确对待自己的教学态度，

采取积极的、创造性的方法，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教学计

划。在艺术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美术表现能

力，使之真正实现素质教育。比如，在《农具》的教学

中，老师首先要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自主学习，利用学

习单让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独立的思考。通过对所学知

识的探讨，培养学生的兴趣。老师可以将学生分成不同

的小组，讨论农具的历史，制作方法，用途，审美价值

等，并邀请学生根据本组讨论结果进行汇报，展演，最

后以小组为单位制作《农具》绘本。这样，在教师的引

导下同学们就形成自主学习和沟通的习惯。并能结合其

他学科知识，自觉运用美术表现能力，解决学习、生活

和今后工作中的问题，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的核心

素养得到提高。

4、践行核心素养，发挥科技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将现代科技与信息技术

相结合的教育与教学手段逐步推广到教学中，运用多媒

体技术进行教学已成为当今教师必备的一种教学方法。

在美术课堂教学中，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艺术课堂，运

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艺术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质和发展艺术本土文化。比如，在本土课程《炕围画》

这节中，老师可以利用多媒体，以导游的身份在视频中

带领学生在古村落中寻找炕围画，并与本班学生互动问

答，来解决教学中的重难点，还可利用语音视频软件，

进行与本土炕围画艺人现场连线，学生将自己对炕围画

的疑惑，和对炕围画这一艺术的感悟与本土艺人现场交

流。通过多媒体的运用让学生能够认识美的独特性和多

样性，形成基本的审美能力，逐渐形成从文化的角度观

察和理解美术作品、美术现象和观念的习惯，理解美术

与文化的关系，尊重艺术家、设计师和手工艺者及其创

造的成果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四、结束语

乡土文化是影响人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内涵，它会对

人类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在核心素

养下更好的开发和运用乡土美术，教师要运用自己的智

慧克服美术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要教授知识与技能，

还要在美术课堂上进行文化的传承，让学生更加关注本

土文化，从而增加学生对家乡文化的自豪感。同时，教

师也要从丰富的本土文化中吸取知识的养分、运用广阔

发挥空间，在核心素养下更好的开发与应用美术乡土文

化，从而加大推进核心素质教育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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