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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传统民间艺术在小学美术特色课程中的运用探讨 
◆刘晓荣 

（肥西县严店学区中心学校  安徽省合肥市  231232） 

 
摘要：教育改革背景下，传统的应试教育已经无法满足社会人才需求，

小学阶段教育不仅要以学生学习成绩为目标，还要提高其综合能力。基

于此，本文以传统民间艺术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传统民间艺术应用与小

学美术课堂的意义，分别从民间艺术资源、艺术作品鉴赏与学习等方面

阐述传统民间艺术在美术课堂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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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直以来，传统民间艺术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生产与
活动中形成的智慧结晶，有了较强的艺术性，人们通过鉴赏民间
艺术作品可以提高自身审美能力。教师在特色美术课堂中应用传
统民间艺术，可以让学生在缤纷多彩的艺术氛围中提升美术素
养，学习艺术的同时可以提高学生审美情趣与创造力，有利于为
未来的学习奠定基础。 

1.将民间艺术引入小学美术特色课程中的意义 
分析传统民间艺术应用于小学美术课堂的意义，具体如下：

（1）有利于传承我国传统民间艺术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是千年来文化发展的精髓，随着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
发展，民间艺术的传承面临着发展瓶颈。未来传承传统民间艺术，
教师可以将其因素小学特色美术课堂，让学生从小学阶段开始接
触民间艺术，并对艺术产生兴趣，从而更好的传承民间艺术。（2）
有利于培养小学生的审美情趣。传统民间艺术大多数来源于人们
的真实生活，是对生活的高度提炼，民间艺术的艺术形象很直观，
学生可以接受，且民间艺术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形式多样，
是我国文化瑰宝，自身有着极高的审美意义。小学生的思维多是
形象思维，通过鉴赏传统民间艺术，有利于培养他们正确的审美
观念。（3）有利于培养小学生的文化自信，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网络时代背景下，多元文化使人们的思想受到改变，人
们开始了解西方文化，并对传统文化失去了兴趣，将民间艺术带
给小学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辨别能力，使其关注传统文化，
正确看待多元文化的影响[1]。 

2.传统民间艺术开展小学美术特色课堂教学的策略 
2.1 发掘民间艺术资源，丰富小学美术特色课堂内容 
教育改革下，素质教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小学美术特色

课程应重视对教育资源的高度开发与利用。新课程标准中指出教
师需要深入开发各类资源，引导学生接受多元文化，并参与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美术课堂中教师需要引入当地民间艺术，让
学生认识到这些民间艺术资源的价值。比如，在某美术特色课堂
中，教师讲解了玩具知识，为了丰富本节课的内容，教师寻找了
很多民间玩具，利用互联网为学生演示了民间玩具的玩法。学生
从图片中了解到泥可以制作小泥人，面可以制作面人，纸可以用
来剪纸，可以用来做风筝，这些民间玩具都是自己身边常见的物
品，却可以变幻出多种玩法。紧接着，教师引导学生动手制作，
学生们拿出彩纸，按照图片中的图案，加上自己的想象力开始进
行剪纸游戏。不仅如此，教师还会让学生说出自己感兴趣的民间
玩具，并从其中感受生活中的民间艺术，从而起到艺术传承的作
用[2]。 

某小学美术课堂将刻纸艺术融入其中，作为传统民间艺术，
刻纸属于剪纸的一种。学校聘请专业人员，在了解学生兴趣与爱
好的基础上，将这种古老且富有内涵的民间艺术传授给学生。学
校美术教师中，有装裱好挂在墙上的刻纸作品，有黏贴在册页内
的刻纸作品，也在摆放在参观台上的刻纸作品，使美术教室看起
来像是刻纸艺术收藏馆。这些作品都是学生所作，有以十二生肖
为主题的，也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学生们从生活
中和民俗中获得学习资源，使传统民间艺术发扬光大。 

2.2 鉴赏民间艺术作品，提高小学生审美情趣 
小学美术特色课程中，教师不仅要传授美术技巧，还要丰富

学生的视野，组织美术鉴赏活动，通过鉴赏课提高学生的艺术审
美能力。比如，教师在讲解“各色各样的鞋”一课时，通过互联

网搜集到我国各民族服饰相应的鞋子，学生观看鞋子寻找其中的
特点与区别，感受鞋子文化的艺术性。从满族的“花盆底”、朝
鲜族的“勾背鞋”、彝族的“虎头童鞋”中感受我国多民族文化
的艺术价值，艺术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传统民间艺术就是
过去各族人民的生活文化精髓。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从各式各样的
鞋子中感受材质、色彩与纹饰的不同，并以自己理解为主对其进
行艺术鉴赏，从而了解欣赏鞋子的艺术性，感悟其制作过程与传
统工艺。将传统民间艺术作品引入小学课堂，有效的提高了学生
的审美能力，感受着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从而更好的理
解传统民间艺术。 

2.3 学习民间艺术作品，提高小学生艺术创造力 
素质教育发展背景下，应用型人才是社会所需，小学美术特

色课程注重培养学生们的实践操作能力，希望通过美术课程提高
学生的艺术创造力。传统民间艺术作品中，原材料简单，制作比
较方便，学生在课堂中可以直接动手操作，不仅可以提高其想象
力与动手能力，还能够引导学生深入了解民间艺术。教师可以为
学生提供纸、水彩以及木棍，引导学生手工制作风筝，学生将自
己喜爱的图案画在风筝上，并按照教师提供的步骤制作风筝。学
生制作的同时可以近距离观察这项民间艺术，了解风筝的原材料
选择与工艺技术要点，并学会手绘图案和糊风筝的技巧，从而做
出具有特色的风筝。 

“妆糕人”是我国经典的传统民间艺术，普通的面团在“妆
糕人”的指尖上会变成人们喜爱的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教师
将“妆糕人”引入美术课堂中，可以以丰富美术课堂内容，让学
生对这项传统民间艺术有更深层的了解，从而提高自身认知能力
与动手能力。课堂上，教师可以引进新型黏土材料，设计出符合
学生当前生活的课题，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爱好，让学生们发散
思维，创作出更多的人物形象。兴趣引发了需要，刺激了学习动
机的产生，从泥巴、木板、磁片、麦秆、蛋壳、石头到种子、果
实、树叶等都是制作的好材料。某美术教师在《美丽的石纹》一
课中为学生展示许多漂亮的石头画作品及花纹漂亮的石头，让学
生根据这些漂亮的范例及自己的构思去创造自己喜欢的石纹画，
学生们通过动手操作提高了实践动手能力，学会将传统民间艺术
赋予新的生命。 

总结：总而言之，将传统民间艺术引入小学美术特色课程中，
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小学生文化自信与审美能力。
教师需要积极探寻美术课堂教学与传统民间艺术之间的共性，从
中找出有效的结合方法，积极发掘民间艺术资源，引导学生进行
艺术鉴赏，从而增强美术课堂活力，提高教师的课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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