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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美术教育中优秀文化传承的构建和研究
徐玉玲

聊城市南湖高级中学　252200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文化沃土。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

课程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全过程融入学校美育，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是全面提升学校美育质量的创新

之举。“非遗”中的美术课程资源如何与传统文化进行建构？东阿县南湖行知学校走出了一条以“艺术实践为基础、地方特色

为依托、素质教育为核心、传承传统为目标”的美育之路，依托“认知到位：组建非遗传承工作室——研究到位：构建美术

单元教学体系——执行到位：落地地方特色课程”的三阶段模式，走出了一条以美育传承优秀文化之路。3 年来，形成了基于

素养提升、民族自信和责任担当的美育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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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秀文化艺术传承的背景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推

动高雅艺术进校园，持续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和

基地，要让陈列在大地上的文化艺术遗产成为学校美育的丰

厚资源。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开发和利用课程

资源的建议指出：教师要充分开发和利用社会文化和自然资

源如与美术有关联的文化景观、文化遗产和遗迹、民间传统

美术、优秀的艺术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艺人及

其工作室或作坊等重要的美术课程资源来开发校本课程。［1］

聊城“非遗”中的美术课程资源丰富，拥有东昌府木版

年画，郎庄面塑等 11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阳谷木雕等

45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的重要载体，“非遗”中的民间美术是美术校本课程开发的

重要资源。创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开发学校特色

艺术课程势在必行。

二、优秀文化艺术传承的实施

1. 认知到位：组建“非遗”研究工作室

（1）感知“非遗”：了解传承意义，领略教育价值

2006 年韩国申报江陵端午祭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刺

激了国民对“非遗”的关注，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加大了

对“非遗”的研究投入，这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艺术提供了

有利条件。

中国快速城市化，乡村逐渐消失，以生活为载体的许多

非遗文化也随之消失。不是所有的文化遗产都能传下来，但

具有文化艺术独特价值的非遗可以进入美术教育的行列，在

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和后现代多元文化思潮影响下，以“非遗”

作为美术课程资源的研究成为热门话题。

（2）解读“非遗”：调研传承现状，触摸教育真谛

在调研中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美术校本课程开发中

的运用”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种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与美术课程资源的研究。首都师大张莹莹的博士论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美术课程资源系统的研究》重点研究此

观点。第二种立足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究其在美术

校本课程开发中的运用。2011 年陕西师范大学杜丽的学士论

文《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学美术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这类研究占多数，研究在美术教育中如何更好的传承和保护

当地的优秀文化遗产。

（3）对话“非遗”：融入美术教育，提升学科素养

“非遗”中包含的课程资源可分为思想资源、知识资源、

经验资源和人力资源。梳理有地域特色、实际教学操作性、

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和适合任课教师特长的民间美术“非遗”

资源，有利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

将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中的“非遗”资源转化为一种课程

资源，用单元化教学的形式进行课堂实践，汲取其中的优秀

文化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如尊重自然、诚信友爱、热爱生活

等，以增强学生对当地优秀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树立文化自

信，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民族团结意识。

2. 研究到位：构建美术单元教学体系

基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深入挖掘聊城“非遗”中的

民间美术资源，构建美术单元教学体系。引领学生立足本地

文化，了解美术与文化的关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美术的文

化内涵及独特艺术魅力，坚守中华文化自信，坚定民族自信。

（1）“非遗”资源介入融合——“非遗”中的优秀文化如

何挖掘？

聊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文化很多，不可能在有限的

教学时间内全部纳入到美术地方课程中，探索融入路径，优化

传统文化融入方式势在必行。根据聊城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从思想资源、知识资源、经验资源和人力资源四个要素进

行梳理。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符合美术实际教学需要性、符合

学生认知规律和适合任课教师特长的“非遗”资源。

（2）“非遗”资源循环过滤——“非遗”中的优秀文化如

何建构？

围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术”、建立以“艺术实践为基

础、地方特色文化为依托、素质教育为核心、传承传统为目

标”的学习方式、教学策略和评价方式，确定具体的课程时

间、空间和活动程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切实可行的美术校

本课程开发模式。把培养具有传统文化传承能力，具有扎实

理论基础与突出实践能力，以及多元文化视野与健全人格的

高素质人才作为目标。

3. 执行到位：落地地方特色课程

挖掘“非遗”中优秀文化艺术，将优秀的文化元素融入

到美术单元教学设计中，在地方特色课程中进行实践。在学

生在感知、理解和创造中，逐渐形成从文化的角度观察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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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美术作品、美术现象和美术习惯，促进学生美术学科核心

素养的提升，真正达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目标。

（1）文化品质显现——非遗课堂实践

在“非遗”的课堂实践中，以任务为驱动，创设引发探

究行为的问题情境，用学习工具帮助学生自主学习，将课堂

中的“基本问题”分解为“小问题”，引导学生经历“像艺术

家一样创作的过程”，在创作和体验的过程中实现中华优秀文

化品质的融入和浸润。

（2）文化品质内化——爱国情感形成

建构当地美术课程资源，融合传统的文化语境，再次解

读“非遗”中的民间美术，学生不再仅仅关注传统文化中

“术”的层面，如“非遗”中优秀传统技艺的传承。更关注

“道”的传承，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高尚的人格品质，关

注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灵魂。［2］

三、优秀文化艺术传承的成效

1. 素养提升

在优秀文化艺术的传承中，将“非遗”中民间美术落地

课堂实践中。在探索、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

教师的素养都有一个质的提升。教师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造物智慧与美学思想，投身传统文化的课堂实践中，内化

对“非遗”的理解与感悟，以学生的成长激励自己。在这一

过程中教师的人文和专业素养在提升，个体的生命在成长，

更利于体悟人生的意趣，超越生命的意义。

2. 民族自信

从中华优秀传统美术课程资源的挖掘到优秀传统文化的

复兴，通过多学科的融合，提取“非遗中的传统元素”创作

出具有实用性及现代美感的传统手工艺作品，使构建大国战

略的文化自信力有了更多的精气神。

3. 责任担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是一门学科的事情，需要多

学科共同融合，才能构建出适合学生生命成长的课程。深入

挖掘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非遗”美育资源，民间美术

与设计、多媒体技术和地方文化相结合，不断探索以现代造

型语言、创作方法和表现风格去传递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让

“非遗”中的美术课程资源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创新。这样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发现和理解传统中蕴含的文化

魅力，主动承担起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社会责任。

四、优秀文化艺术传承的反思

1. 资源整合

地方文化资源在美术教学中的整合开发与应用是发展和

传承地方特色文化的需要，是对现有教材的有利补充，是课

程改革的需要。在美术教学中整合开发地方文化资源的一般

策略有：用典型的地方特色作引领，使学生感悟地方文化之

美。内容和技法要适应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操作能力，

尝试自编校本课程，使校本课程与美术教材实现融合。

总之，在校本课程的开设中需要考虑学生的兴趣和需要，

体现人本思想。在编写校本课程时把学生感兴趣的乡土资源

内容编写进来，要立足于地方特色，不要让乡土资源成为学

生学习的负担，引导学生自主的继续宁学习、传承和创新，

这样的地方特色课程才是有适应性和生命力的课程，才能激

发学生更加热爱乡土美术，传承乡土资源。

2. 以美育人

核心素养时期，美术广泛而深度地融入社会，以丰富和

多样的视觉形态促进交流、传播文化、服务社会。在美术地

方特色课程的实践中融入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学生选择自

己喜欢的课程，经过单元化美术课程的教学，培养具有中华

优秀传统美术传承能力的优秀学子。

3. 以文化人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既着眼于延续中华文脉又立足于全

面提高文化素养。学习、传承和创新“非遗”中的民间美术，

以大爱之心育莘莘学子，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努力培养

心灵美、形象美、语言美、行为美的“时代新人”。这批“时

代新人”能够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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