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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小学乡土美术教材的开发特色与创新策略

——以“教师、教材、教法”改革为视角

闭春桂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桂林　541199

摘　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乡土美术教材作为传承地域文化和培养学生审美素养、审美情趣的重要途径，越来越

受到关注。广西，作为中国多元文化的交汇地，其丰富的民族文化和自然资源为乡土美术教材的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本文旨在探讨广西小学乡土美术教材的开发特色与创新策略，特别是从“教师、教材、教法”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当前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以期为广西乃至全国乡土美术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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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广西小学乡土美术教育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乡土美术教材作为传承民族文化、培养学

生审美能力的重要载体，其开发特色与创新策略显得尤为重

要。本文将从“教师、教材、教法”三个维度出发，深入探

讨广西小学乡土美术教材的开发特色与创新策略。首先，我

们将分析教材如何依托广西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强调实践

性与创新性，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文化素养。其次，探

讨如何通过教师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包括加强专业培训、激

发创新热情和搭建交流平台等方面。最后，我们将研究教法

改革如何优化乡土美术教学方法，包括倡导启发式教学、推

行实践性教学和开展合作与交流式教学等。通过这些探讨，

旨在为广西小学乡土美术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1. 广西小学乡土美术教材的开发特色

1.1 依托广西丰富民族文化资源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主要世居有壮族、汉族、

瑶族、苗族、侗族、等 12 个民族以及 44 个其他民族。每个

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符号和艺术表现形式。在开发乡土美

术教材时，深入挖掘这些民族文化资源，将其融入教材中，

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魅力。在教材

内容的选择上，注重将各民族的文化资源如民间艺术、民族

服饰、民居建筑、民族节日、民族饮食等元素融入其中。例

如，在介绍民间艺术时要展示：民间歌舞、戏曲、刺绣、剪

纸、民间传说和宗教艺术等；桂剧、彩调剧、壮剧等地方戏

曲；刺绣、剪纸、壮族织锦技艺、毛南族花竹帽编织技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介绍民族服饰时，展示不同民族的服饰

特点，让学生了解到每个民族服饰的独特之处；在介绍民族

建筑时，展示壮族的杆栏式建筑、苗族的吊脚楼、侗族的程

阳风雨桥、马胖鼓楼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让学生了解到

广西民族建筑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除了民族文化元素外，还注重展现广西的自然景观和

人文风情。在教材中，可以穿插大量的广西自然风光图片，

如桂林山水、龙胜梯田、北海渔歌等，让学生感受到广西的

自然之美。同时，还要结合壮族的三月三歌节、瑶族的盘王

节和达努节、苗族的苗年和芦笙节等广西的民俗活动、人文

风情，让学生了解广西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

1.2 强调实践性与创新性

在开发乡土美术教材的过程中，特别要强调实践性与

创新性的紧密结合。要有丰富的动手实践活动的教材设计，

如手工制作、绘画创作等，旨在让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创新思

维和创意表达能力，同时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并让他们在

实践中感受到美术创作的乐趣。还可设计一些与实际生活相

结合的课外作业，如制作贺卡、装饰房间等，以增强学生对

美术实用性和价值的认识。还可在教材的设计中，注重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意表达能力。如设计一些使用随手可取

的废旧物品、植物、沙石等材料进行艺术创作、运用不同颜

色搭配表达情感等练习，鼓励学生尝试不同的材料和技法进

行创作，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他们在创作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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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表达的乐趣。

1.3 关注学生审美能力与文化素养的提升

在教材中，精选了大量的美术作品，包括广西的民间

艺术作品、传统绘画等，供学生欣赏。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

美的魅力，还让学生在欣赏过程中学习到鉴赏美术作品的方

法和技巧，引导学生从色彩、构图、技法等多个角度全面欣

赏美术作品，以帮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其艺术价值。

同时，教材也致力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民族认同

感。通过介绍广西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等知识，让学生在

学习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广西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还引导

学生从文化的角度思考美术创作的问题，探索如何在美术作

品中融入民族文化元素，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

感。

1.4 当前问题与挑战及改革建议

在广西小学乡土美术教育中，我们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部分教师对于乡土美术教育的理解和实践经验不足，

导致教学内容和方法单一。其次，教材更新速度较慢，对教

材的理解，尤其结合地方特色材料地运用教材难以跟上时代

发展和学生需求的变化。最后，教学方法和手段相对滞后，

缺乏创新性和互动性，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改革建议：一是加强教师培

训和交流，提升教师对乡土美术教育的认知和教学能力；二

是及时更新教材内容，引入更多具有时代性、本土性和创新

性的乡土美术素材；三是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

引入数字化技术、开展实践性教学等，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创造力。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我们期望能够推动广西小

学乡土美术教育的发展，为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美术人才做

出贡献。

2. 教师改革，提升乡土美术教学质量

2.1 加强教师专业培训

为了提升教师对乡土美术的认识与理解，定期组织小

学美术教师进行专业培训。培训涵盖乡土美术的理论知识、

实践技能以及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通过培训，教师可以更

加深入地了解广西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掌握相

关的美术知识和技能，为教学提供有力支持。

培训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包括乡土美术的历史

背景、文化内涵、艺术特色等理论内容和绘画、雕塑、手工

制作等多种技能的实践培训技能，让教师既能讲又能亲自动

手，体验乡土美术创作的乐趣。同时，还应提高教师教学设

计、课堂管理、教学评价等教育教学方面的能力。使教师学

习到更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提升教学效果。

2.2 激发教师创新热情

创新是教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广西小学应采取多种措

施激发教师创新热情，如参与教材编写、教学研究，提出见

解和建议。营造宽松自由的教学环境，给予教师自主权和发

挥空间，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

助。设立创新奖励机制，表彰在教学中表现出色的教师，激

励他们继续发挥创新精神，推动教学质量提升。

2.3 搭建教师交流平台

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为了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可以搭建多种形式的交流

平台。加强校际、城区、市县、市市间的教师交流与合作。

通过组织跨区域教学观摩、区域教学研讨会等活动，让不同

学校、不同地区的教师有机会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分享各

自的教学经验和教学资源。其次，可以建立在线交流平台。

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教师在线交流平台，方便教师随时随

地进行交流和讨论。在这个平台上，教师可以分享自己的教

学心得、教学资源、信息等，也可以向其他教师请教问题、

寻求帮助，提升教学效果。					

3. 教材改革，丰富乡土美术教材内容

3.1 精选乡土美术素材

广西的民族文化与自然景观为乡土美术教材提供了丰

富素材。在精选乡土美术素材时，应充分挖掘具有地方特色

的美术资源，确保教材内容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教材应涵盖

广西各自本土民族的美术传统元素和特色。在教材中，应详

细介绍壮、瑶、苗等各民族的文化资源中的美术元素，让学

生深入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和艺术特色；展示广西的自然风

光和人文景观独具魅力，如桂林山水、龙胜梯田、北海银滩、

花山岩画等；在教材中，应穿插大量的图片和描述，表达广

西的人文风情和民俗文化。

3.2 创新教材编写形式

为了提高教材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应创新教材编写形

式，采用图文并茂、生动有趣的动漫画编写方式，并引入多

媒体与网络技术丰富教材内容。

在教材中，应配以大量的漫画卡通图片和插图，以直观、

形象的方式展示乡土美术元素和作品。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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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乡土美术的特点和魅力。引入多媒体与网络技术。运用动

画、视频等多媒体元素来展示乡土美术的制作过程和创作灵

感，让学生更加生动地感受到美术创作的乐趣。

3.3 注重学生个性化发展

在教材改革中，应充分考虑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设计多样化的学习活动与任务，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和兴趣。教材应设计多样化的学习活动，除了传统的绘画、

手工制作等活动外，还可以引入一些创新性的活动形式，如

数字绘画、3D 建模等。这些活动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创造力，还可以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教材应设计不同难度层次的任务。在任务设计中，应

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水平，设计不同难度层次的

任务。对于基础较弱的学生，可以设计一些简单的练习和创

作任务；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则可以设计一些更具挑战性

的任务和项目。这样可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教材中找到适

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任务。

4. 教法改革，优化乡土美术教学方法

4.1 倡导启发式教学

启发式教学是一种注重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与发现的教

学方法。在乡土美术教学中，启发式教学的应用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乡土美术的内涵和价值，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与探究精神。教师可以通过提出问题、设置情境等方式，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例如，在介绍壮锦时，教师可

以先展示一些精美的壮锦作品，然后让学生观察并思考这些

作品的特点和制作方法。接着，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查阅

资料、讨论交流等方式，自主探究壮锦的历史渊源、文化内

涵和技艺特点。

也可以采用引导发现的方式，让学生在探索中发现乡土

美术的魅力和价值。例如，在教授学生制作广西吊脚楼工艺

品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观察广西苗族吊脚楼的视频或图案

造型，然后引导学生发现其中的规律和特点。接着，教师可

以让学生尝试自己设计制作，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4.2 推行实践性教学

实践性教学是一种注重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美术创作

乐趣的教学方法。在乡土美术教学中，实践性教学的应用可

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乡土美术技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与创新精神。教师可以设计一系列实践性强的教学活动，

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乡土美术技艺。例如，在教授学生制作

壮族织锦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学习基本的编织方法，然后

让学生亲自动手制作一件小型的壮族织锦作品。在制作过程

中，教师可以给予学生适当的指导和帮助，让学生逐步掌握

制作技巧和方法。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将所学的乡土美术技艺应用到实际

生活中去。例如，学生可以设计并制作具有乡土特色的沙画、

鹅卵石画、竹雕、竹编、画框、吹塑画、植物扎染、贺卡、

手链、饰品等，送给亲朋好友或展示在班级中。这样不仅能

够让学生感受到美术创作的乐趣和价值，还能够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际应用能力。

4.3 开展合作与交流式教学

合作与交流式教学是一种注重学生间交流与合作的教

学方法。在乡土美术教材中，可以多设计一些合作与交流式

教学活动，促进学生间的互动与沟通，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

能力和社交技能。方便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在

小组合作学习中，学生可以通过分工合作、互相学习等方式，

共同完成一个学习任务或项目。例如，在教授学生制作瑶族

竹编时，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完成

一个竹编作品。在制作过程中，小组成员需要互相协作、互

相帮助，共同解决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作品展示与交流活动。让学生

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和创作作品，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和互

动，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还能够促进学

生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通过合作与交流式教学，学生可以

更加深入地了解乡土美术文化和技艺，增强团队协作能力和

社交技能，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5. 结语

通过对广西小学乡土美术教材开发特色与创新策略的

探讨，深刻认识到乡土美术教育在传承传统文化、培养学

生审美情趣和创新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未来的发展中，

应当继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

力；优化教材内容，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文化，丰富学生的学

习体验；创新教学方法，注重实践性和合作性，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创造力。同时，也期待更多的美术教育工作者能

够加入到乡土美术教育的行列中来，共同推动乡土美术教育

的深入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广西小学乡土美术教材将

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培养具有民族情怀、创新精神和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人才贡献力量。



科研管理
2024 年 6卷 7期

135    

参考文献：

[1] 李芳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小学美术教学融合路径

分析 [J]. 华夏教师 ,2023,(34):94-96.

[2] 沈传胜 . 新课标理念下小学美术教材的项目化重组

与实施 [J]. 教育观察 ,2024,13(11):43-46.

[3] 张彩雯 , 姜大伟 . 螺旋式课程理念下“欣赏·评述”

学习领域小学美术教材衔接性分析——以第一学段与第二

学段为例 [J]. 美术教育研究 ,2024,(10):89-91.

[4] 王玉雪 . 人美版小学美术教材“综合·探索”领域

课程的衔接性问题研究 [J]. 美术教育研究 ,2024,(10):85-88.

[5] 吉沐成 . 小学美术大单元教学的实践困境与应对策

略——以苏少版四年级上册美术教材为例 [J]. 美术教育研

究 ,2024,(11):178-180.

作者简介：

闭春桂（1971--）汉族，广西贵港 ,博士学位 , 副教授。

研究方向：美术、书法教学和美术学研究。

基金项目：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科研项目（桂师教【2023】17号）：

“三教”改革视域下广西小学乡土美术教材开发研究与实践

（编号：JGA202302）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