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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探寻粤北本土文化  拓展美术课程资源 
◆黄晓芳   

（韶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广东省韶关市  512000） 

 
摘要：美术是一种文化的学习。传承和弘扬民间艺术文化是美术教育的
重要趋势和使命。美术教师有意识地探寻和利用本土文化中蕴含的美术
资源，发挥其独特的教育价值，是拓展美术课程，丰富美术课程内容,
发展特色教学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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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是一种文化的学习。《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
版)》鼓励美术教师积极开发地方美术课程资源开展有特色的美
术教学活动，充分利用当地民族与民间艺术以及人类文化的遗
物、遗迹等进行美术教学[1]。传承和弘扬民间艺术文化是美术教
育的重要趋势和使命。 

一、地方本土文化资源对于中小学美术的教学价值 
地方本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记载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历

史，是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将地方本土文化融合到中小学
美术教学之中，能发挥其独特的教育价值。 

（一）有利于培养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地方本土文化是最好的爱国爱家教育的素材之一。让学生在

掌握美术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完善情感态度价值观，从而达到素质
教育的目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美术教育的立足点。本土文化是地
方民族特色文化中最为鲜活、质朴的一部分，传达着地方民族传
统的审美观念和美好愿望，凝聚着地方人民的艺术智慧与创造才
能。现代人不仅可以借助这些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艺术作品去理
解地方先民朴素的美学思想，还能增进民族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当下有不少中小学生对自己家乡的历史沿革、民俗风情、古建遗
存、传统技艺、自然风貌等本土文化知识知之甚少。在中小学美
术教学中发掘和引入本土文化资源，引导学生进行学习、运用、
传承和发扬，帮助他们全面认识自己的家乡，产生对家乡无限热
爱的情感，是实现美术教育目标的途径之一。 

（二）有利于推进美术课程改革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美术教材并非

唯一的教学资源。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本土文化是现代艺术创作
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如本土民间艺术中夸张的造型、大胆的用
色，独特的创意等，都能刺激学生创作的灵感。把本土文化资源
融入学校美术教学，是对国家课程的完善和补充，使课程结构更
完整和丰富，既能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拓展美术教学资源，又
为学生提供多角度和多方位的体验，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增进对家乡历史、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理解，从而有效地推进
美术课程改革。 

（三）有利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 
对教育影响最深远、最持久的是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是

民族精神的依托，是一个民族拥有自尊的资本、获得生存和延续
的生命力。面对许多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艺术后继无人、濒临灭
绝的困境，通过开发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帮助学生了解民族文化
艺术存在的价值，感触身边民族文化的艺术魅力，培养学生对优
秀民族民间美术的认同感和乡土情怀，让民族文化融进学生的心
灵，使之自觉地保护，主动地宣扬，由衷地热爱，弘扬和传承优
秀的民族文化是现代美术教育的责任。 

二、探寻和利用粤北本土丰富的文化资源 
粤北韶关，古称韶州。《韶州府志》曰：“南粤文化，粤北最

古老”[2]。韶关地区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拥有丰富独特的
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是可供美术课程资源开发的巨大宝藏。 

（一）“马坝人-石峡文化”资源 
韶关是距今 129000 多年的早期智人——“马坝人”的故乡，

著名的新时期时代晚期“石峡文化”的发祥地。在石峡文化遗址
中出土的大量玉器、陶器，其器型和纹饰特征鲜明，其中几何印
纹陶独具特色，是珍贵的史前美术文明。美术教师可充分利用这
些美术课程资源，带领学生通过参观、访问、写生等方式了解本
土的悠久历史和史前文明，开拓视野，感受美术对于推动人类社
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贡献，增进对人类灿烂文明的理解与尊重。 

（二）浓郁的岭南客家文化资源 
韶关有 2100 多年的悠久城市历史，是我国古代中原文化和

南方百越文化交汇之地，是客家民系的聚居地之一。韶关客家文
化源远流长，古建筑和古村落众多。客家围楼是客家人聚居而建
的富有特色的客家民间建筑形式之一。韶关地区至今仍保存有客
家围楼 300 多座，以清代遗存为主。其风格鲜明，形式多样，结
构各异，散落于韶关地区各处。韶关拥有种类丰富的客家文化艺
术，本地民风民俗保留了浓郁的岭南客家汉族色彩，包括客家山
歌、客家采茶戏、花灯戏、花鼓戏等民间歌舞以及剪纸、编织、
刺绣等民间工艺。把客家文化引入美术课堂，发掘其人文价值，
引导学生亲身体会和深入到这些本土文化当中，深入了解家乡人
文遗产，真正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培养和增强其对家乡文化的
热爱之情和保护意识。 

（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 
“民族、民间美术是重要的校外课程资源，应充分利用当地

的民族、民间美术资源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1]。韶关地区
是广东省的少数民族主要聚集地之一。本地的少数民族以乳源过
山瑶为主，还有畲族、京族、苗族、黎族、侗族等 31 个民族。
不同的民族在服饰、民俗、民居等方面都各具特色，鲜明而独特，
具有优秀而丰富的美术文化。如瑶族的刺绣艺术、苗族的蜡染艺
术、盛大的瑶族盘王节民俗等，这些风情各异的少数民族文化都
是宝贵的美术教学资源。教师有意识地把民族、民间美术引入课
堂，重视民族美术的传承与发扬，是丰富美术教学内容，弘扬民
族精神，培养学生对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热爱之情的途径之一。   

（四）悠久的宗教文化资源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宗教是文化的重
要载体”。2000 多年来，宗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为中国音乐、
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的发展提供了养分。韶关地区宗教历史悠
久，宗教文化资源丰厚。拥有 1500 多年历史的“禅宗祖庭”南
华禅寺、1100 年历史的“云门宗”云门山大觉禅寺等历史悠久
的佛教名寺中保留着大量的宗教、美术、建筑、书法等方面的实
物资料。比如，南华禅寺至今保存着中国现存的唯一的宋代木雕
五百罗汉木雕群像造像。这些罗汉造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具
有相当高的艺术研究价值，是十分珍贵罕见的历史文物。云门山
大觉禅寺的大型彩瓷佛画生动地刻画了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王
共四十二个佛教人物，是我国现有佛寺中独有的巨型彩色陶瓷壁
画。把这些珍贵的、可利用的美术教学资源整合到美术教学中，
有助于学生了解美术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对不同文化形式的包
容、理解与尊重。 

三、结语 
美术课程改革给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为

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美术教师在日常美术教学活动
中可以充分探索、拓展和广泛利用身边丰富的美术教学资源，在
美术教学内容中灵活融入本土文化。教师通过营造美术文化情
境，引导学生了解、欣赏和探究当地风土人情、民间建筑、民俗
文化、民间艺术等方面内容，以描绘、设计、制作等多种艺术形
式开展美术创作活动，增进美术学习与身边事物的紧密联系，较
好地解决美术教材中“综合•探索”领域教学内容脱离当地实际，
学生不感兴趣的问题，使学生更能感受到美术学习对于美化生
活、美化环境的实际价值，培养他们关爱生命、关注身边事物、
关注人类社会的情感态度与行为习惯，突出本土化美术教育的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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