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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巧手烙出绚烂童趣 
——浅谈指导小学生烙铁画制作的技巧与方法 

◆戴燕艺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中心小学  523980） 

 
摘要：烙铁画又叫“火笔画”、“烫画”，是我国一种古老又珍贵的画种。

制作原理是通过控温技巧，以烙为主套彩为辅地去表现，使木板发生不

同程度炭化，从而产生由黑、黄、焦等调子的特殊画种。我校本着“变

废为宝”的环保理念，利用本地家具工厂的废弃木板边角料资源，将“烙

铁画”项目引入我们校。将传统工艺与现代教学相结合，有效地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想象力、创造力。既利用了地方

特色资源，又发扬了传统文化，还形成了特色教学，可谓一石多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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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术课程标准中，明确了美术课程基本理念：“关注文化
与生活”，要求学生“通过美术课程，了解人类文化的丰富性，
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的特性、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
术对社会独特贡献，并逐步形成热爱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尊重世
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 

我校作为广东省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以坚持“学生合
格有特长，学校规范又特色”的办学理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扎实有效地开展艺术工作，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在我校“烙铁画”
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我们不断思索、实践、借鉴和反思，如何更
好地把“烙铁画”更加深入到教学工作中的各个环节，将本土文
化与烙铁画特色相结合，这一直是我们研究时思考的问题，在工
作中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巧妙融入激发兴趣 
“烙铁画”是我国珍贵又古老的画种，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了。是烙铁笔通电受热后，利用碳化原理以适当的温度在木板上
烙画。不同的温度，不同的烙铁笔头在木板上轻重、搓顿及长短
线的用笔，与木板上的纹理结合产生出自然美、雕塑及类似于国
画的格调美，是自然的绮丽与传统文化智慧的结晶。 

因此如何将这美丽的画种自然融入我们的美术课堂，从而让
孩子们感兴趣地接受是我们把烙铁画带进美术课堂中遇到的第
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翻看了现行的岭南版美术教材，
发现在有些年级的美术教材能巧妙地渗透烙铁画的内容，让烙铁
画在美术课堂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并能自然地让学生接
受和感兴趣。例如：在岭南版美术教材第⑤册《我的动物朋友》
一课中，我们将烙铁画与这一课相结合，让学生用烙铁画制作我
的动物朋友。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在真实的木板上作画，烙铁笔的
戳、顿，动物的毛发效果非常出彩。课堂气氛很活跃，孩子们真
切感受到了这种特殊用笔产生的自然又神奇造物之美，学习兴趣
空前浓厚。 

巧妙地利用现有教材课题，将烙铁画自然融入到美术课堂
中，不但让学生轻松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美术特色，还在美术课堂
中近距离地接触了我国传统的特色画种，拓展了学生的美术学习
空间，开阔学生的视野和思路，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让美术
课堂更有趣了。 

二、多管齐下彰显特色 
（一）培养学生良好的观察和探究习惯 
在具体的教学中不要过早地用技法技能去规范学生，采取合

理的启发、引导，培养学生良好的探究和观察习惯。 
记得在烙画教学起初，我给学生观看大量动物相关的图片，

并作了一些理论上的解析，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烫出逼真、
生动的动物画来。结果可想而知，很多学生连基本的动物特征都
画不好，更谈不上能够实现我的预期目的。所以我组织了几节《可
爱的动物》的写生课。让学生去感受写生画的内涵及特征，以探
究为主，让学生探究动物的特征的变化，重于观察而不要刻意的
去强调像与不像。于是学生在大自然中，思维没有受到多余的约

束，得到的欢乐感受是真切的。从而提高了观察、分析事物的能
力，自然而然原先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二）与当地文化结合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 
在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小学美术课程标准》（修订稿）指出

“不同的地区，尤其农村或少数名族地区在尽量遵循《标准》的
基本理念和内容标准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充分利用
当地的文化、物质资源开展有特色和有效的美术教学活动。”“教
师要充分利用地方的文化资源，引导学生了解美术作品与当地地
理、历史、经济、民俗的联系，使欣赏与评述活动更贴近学生的
生活。”新课标的理念和要求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于是我们决
定好好利用本地文化资源，结合沙田镇的特色，在美术课堂中让
学生根据地方特点创造一些属于自己家乡特定内容的烙铁画作
品品，引导学生了解这些作品与我们当地地理、历史、经济、民
俗的联系，从而提高孩子的理解能力和创新能力，让孩子的作品
更具童真色彩，也更具地方特色，使美术课堂活动更贴近学生的
生活。 

记得我在自编校本课题《烫出美丽烫出精彩》这课时，首先，
我让学生回去寻找我们镇有哪些本土特色文化，在课堂中我引导
学生说出沙田的本地特色——疍家渔民、海鲜、赛龙舟……学生
把我们沙田的特色如数家珍般一一数了出来，然后我让他们选择
感兴趣的某个本土内容用来做烙铁画。 

学生们敞开心扉，大胆想象，大胆构思，在得到我的肯定后
他们的脸上开始洋溢出兴奋的光彩。经过两周美术课的合作学
习，学生出色地完成了具有本土味道的烙铁画作品，一件件极具
本土特色烙铁画作品诞生在我们的小学美术课堂中。这让我惊喜
地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中，我们不但发扬了本土文化，
还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创新能力。（图 1、2、3） 

 
 
 
 
 
 
 
 
 

（图 1）        （图 2）          （图 3） 
（三）优化评价共成长 
尽管我们的学生在同一个年龄阶段，在很大方面具有很大的

共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家庭环境、遗传因素、教育条件，
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等各方面的内外因素，在他们的烙铁画作品中
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差异性的存在，让我们教师要在对学生的
作品中要转变观念，树立学生观，充分尊重每个学生的主体地位
和主体人格，树立每个学生的素质都是有差异的且可持续发展提
高的观念。我们美术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设计出不同学
生的评价方式，正确引导学生参与主体能动性，增强不同层次学
生的自信心；针对学生对想像画的创造能力的差异，实施不同隔
离评价方法进行探索与研究。 

文中所述的烙铁画教学的技巧与方法主要是将如何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的方法具体化、清晰化，通过采用多种方式设定不同
的教学，让学生充分参与到烙铁画学习中去。美术教学它既是一
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作为一名美术教师，综合多种教学手段，
在授课中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中学习是我们永远不变
的主题。播下种子，勤于浇水施肥，使每颗种子都生根发芽，长
成茂密的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