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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以“典型节气”切入，探索国学在小学国画教学中的应用 
◆张凤戈 

（中山市阜沙中心小学  广东中山  528434） 

 
摘要：国学是国画的基础，想要学好国画就必须要学好国学。以“典型

节气”切入，选取诗歌、典故、民俗等儿童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

把国学与国画相结合起来。让学生学习中国画时，以视觉的形式对中国

传统文化有一个了解、领悟、感受的过程，进而热爱并弘扬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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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学与国画 
国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涵盖面非常的广泛，包括哲学、经

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
由此可见，中国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文人常常把诗、书、画、印结合在
一起，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著名的学者吴丹青在评论《苦
瓜和尚画语录》中说：“《画语录》文学简约，字面意思并不难懂，
但内涵很深，涉及易学、道学、庄学、佛学等诸多哲学思想。”
从他这句话可以看出，国画与国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称
的上是国学的精华。 

二、小学国画教学存在的问题 
1、美术教师的国学素养不高,国画教学方式老旧。教师是学

生的引导者，想要传授学生知识，教师自身要有足够的储备量。
国画是国学的一部分，要想教好国画，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国学基
础。大部分的美术教师国学素养不高，不能很好的把国学知识与
国画知识相结合起来，在教学过程中只纠缠于笔墨技法，没有把
国画教学提升到传统艺术教育的层面上来，没有关注到国画背后
的人文精神。大部分的美术教师教学观念存在问题，对新的教学
改革不了解，更不能达到新课标启发学生思维和培养学生创新性
的要求。 

2、学生对传统文化认识不足，对国画的学习兴趣不大。笔
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在自愿选报社团时，低年级的学生比较倾
向于儿童画，中年级的学生比较倾向于水彩、水粉画，高年级的
学生更加倾向于动漫，而对中国画问津者甚少。基于以上问题做
了如下分析：首先，学生对传统绘画缺乏认识，虽然现在各大中
小学都在提倡重视传统文化，但是学生也只是尊从教师和学校的
规定完成任务而已，对于学习国学的意义完全不知。其次，学习
国画需要自行购买学习工具，部分学生和家长更愿意选择简单轻
便的学科。最后，学生严重缺失审美力，学生是祖国的花朵，他
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最近常常看到
“中国式审美”这个词，不仅要问“中国式审美”怎么了？当笔
者看到原本非常精美的石窟佛像，却被现代人涂得五颜六色；应
该很有创意性的电影艺术节海报，却因为商家的要求写满了广告
等等这样的事情，深深地为我们的学生的审美力担忧。 

三、小学国学如何融入到中国画 
现阶段虽然国学教育已经在中小学全面开展，但是起步阶

段，问题也层出不穷。一味的背诵诗词对于学生来说枯燥乏味，
我们可以选择让学生感兴趣的点入手。美术、音乐等艺术性、感
官性比较强的教育形式比较适合小学阶段的学生的需要。对于国
学，国画的教育，应该提升到创造性的层面上来，给学生讲传统
文化要是渗入传统文化精髓之中，把传统文化中值得汲取的东西
表现出来。让学生在学习国画时有一个理解、领会、感悟的过程，
进而产生同情、热爱的态度，然后才是绘画。为了能够让学生在
学习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中国画，笔者认为以学生喜欢的诗歌、
典故、民俗、音乐等入手，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前一段的
学习中，可以强调多一些临摹，掌握好国画学习中硬性的东西，
在形式上可以活跃一些；后一阶段，启发学生的思维，加入学生
的感受，进行改造和创新。 

1、诗歌 
诗歌是一门语言艺术，它言简意赅，却能表达出非常丰富的

情感内涵，这是诗歌最大的特点。把诗歌引入到国画教学中，在
有限的文字中，学生更容易发现诗中所表现的物象，让学生根据
对诗歌意境的理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想象力，大胆的描述诗
歌中所表达的意境。 

以刘翰的“立秋”为例，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
睡起秋色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通过对这首诗简单的分析，
这首诗表达的是秋天。找出诗中所提到的物象，乳鸦、玉屏、凉
风、落叶梧桐、明月，从这几个物象中找出最能够体现秋天的物
象，即落叶梧桐和明月，让学生发挥想象，怎样把这两者结合在
一起，能够体现出“落叶知秋”的凉凉意境，月亮在晚上出现，
会让人联想到凉意，落叶梧桐会让人想到秋天，把这两者结合在
一起，呈现出一种冷清、凄凉的感觉，分析到这里，学生脑海中
一定会有场景出现，鼓励学生把自己脑海中出现的场景用语言表
达出来。然后开始准备作画，提醒学生绘画时注意的事项。 

2、典故 
典故原指旧制、旧例，后来一种常见的意思指关于历史人物、

典章制度等的故事或传说。故事、传说都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
小学生天生对不知道的事情充满好奇感，如果教师在讲述时，语
言再生动一些，很容易能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以二十四节气和重
大节日的“清明节”为例，给学生讲述晋文公重耳与介子推的故
事，引出“清明节”的来历。“清明节”即是二十四节气的重要
节气，又是中国传统的重大春祭节日，缅怀祖先，弘扬孝道，融
合自然节气和人文风俗于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先祖们追求天时
地利人和的统一。 

“清明节”和“寒食节”仅一天之隔，又联系密切，“清明
节”一般会结合“寒食节”的风俗。由于“寒食节”要禁火寒食，
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人们会在这一天参加一些活动来给身体
增加热量，比如荡秋千、踢足球、踏青、插柳等。在这些活动中
挑选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活动“插柳”，并讲述“插柳”的寓意，
让学生更多的去了解“清明节”，这样学生在开始画画之时会带
着一种敬畏之心，自然而然的会格外认真。 

3、民俗 
民俗又称为民间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

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
化事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自古以来，我
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关于牛的民俗更是数不胜数。以“打春牛”
为例，“打春牛”据文献记载，起源于西周时期，寓意是在立春
这一天打去春牛的惰性，迎来一年的丰收。牛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是忠实，正直，淳朴的象征，因此有文人雅士以“牛”为题作出
了很多关于“牛”的诗句和绘画作品，比如鲁迅先生的“俯首甘
为孺子牛”，李可染先生的“儿童牧牛图”等。以“牛”为题材
作画，讲解牛的身体结构和精神形态，通过视频或图片了解牛在
干活和休闲时的动态，在此基础上欣赏画家作品，感受画家的笔
墨特点。这样，学生既了解了牛在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又能通过
欣赏感受到中国传统绘画的魅力，在自己体验的过程中也更有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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