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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中美术校本 
课程开发中的作用及教学研究

刘　革

东阿县南湖行知学校　252200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是现阶段我国小、中、高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的的重要路径。联系非遗和学校教育的现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本课程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非遗教学对于青少年了

解中华传统文化、形成文化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分析了高中美术课堂进行非遗教学的意义，接着提出非物质文化

遗产对校本课程开发的必然性及迫切性，最后提出教学途径，以期美术教育工作者在高中美术鉴赏与实践中能够更好地传承

和弘扬非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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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本课程开发的角度来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校本

课程结合起来，是改变当前非遗传承困境的最佳选择之一，

通过政策与法规引领，非遗项目需要与时俱进，采用数字化

技术和市场化手段，才能得到不断地传承与弘扬。

一、高中美术课堂非遗文化教学的意义

非遗教学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

实践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千年智慧的结晶与价值

观的综合体现。美术学科核心素养中的文化理解素养要求学

生认识中国优秀传统美术的文化内涵及其独特艺术魅力，形

成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在高中美术鉴赏课堂上渗透非遗文

化并将之与创意实践相结合，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美术作

为教学切入点，准确把握教与学的结合点，使得美术教学在

保持专业性的同时又极具人文性。高中是非遗相关内容教学

的重要阶段。高中生经过义务教育阶段的培养已具备一定的

文化、历史知识基础和审美与认知水平，对于非遗传统文化

接受度高，更容易产生文化认同感。同时，高中生具备良好

的自学能力，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探究性学习，在

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教学的高效性和有序性。高中阶段是学生

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成形的重要阶段，通过高中美术课

堂非遗文化教学，能够激发其对民族艺术的热情，对于塑造

其人格、培养其正确的三观、形成中华文化认同感有着重要

意义。

二、非遗校本课程开发的必然性

从课程开发的要求来看，我国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

级课程开发模式，在实行统一教材的同时，赋予学校一定的

课程自主开发权，要求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挖掘地方或本校

课程资源，打造具有本校特色的校本课程，进而拓展学生视

野，开发学生智力。将非遗项目纳入校本课程，本身就是对

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从文化传承的意义来看，非遗

蕴含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

因此，加强非遗校本课程的开发，不仅可以加强对非遗项目

的保护与传承，而且可以强化学生对中华文化认同感、使命

感。从法律的角度来看，2011 年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第 34 条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

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据此规定，学校作为校本课

程开发的主体，应当制定和实施非遗相关项目的宣传、学习

细则。

三、非遗校本课程开发的迫切性

提及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熟知的诸如四大发明、唐诗宋

词元曲、纺织技术、音乐绘画艺术等等，可谓数不胜数，但

这仅是其沧海之一粟。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从内容上来看，有文学、历史、哲学、数学、医学、天文历

法、地理风俗等；从形式上看，有口头的、有表演的、有手

工制作技艺与方法、有地方习俗。所以，对于学生而言，我

们从书本上学到的那一点文化遗产也仅仅是皮毛而已。特

别是带有地方特色的非遗项目，学生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更

没看过。因此，许多非遗项目都正面临传承危机。我们曾引

以为傲的中华传统文化，遭遇今日之困境，一方面与非遗自

身的特点有关。从传承的脉络来看，非遗项目往往具有家族

性特点，在特定范围内传授，一般人难以接触到；从发展的

时间来看，非遗项目历经古今，年代久远，具有一定的神秘

性；从难度上讲，非遗项目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它与传承者

的志趣密切相关，并不能为多数人所熟悉。另一方面，非遗

困境与时代发展有关。当前快餐式文化的迅猛发展，人们对

需要时间和技艺积淀的非遗项目缺乏耐心；受市场经济的影

响，人们不断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非遗项目缺乏市场和

盈利能力，使得人们对非遗项目缺乏兴趣；随着科技的发展，

有些非遗项目逐渐被替代、消亡（如算盘、古建筑材料和工

艺）。因此，非遗项目要走出困境，就必须改变原有的家族式

的继承方式，加强与学校联系，走一条旨在激发学生兴趣、

选拔优秀人才的培养模式道路。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中美术校本课程开发中的教
学研究

（一）非遗校本课程开发要凸显时代性

从时代发展的潮流来看，年轻人对这些“过时”的老古

董并不感兴趣，特别是对某些需要特殊技艺的项目，他们更

是望而生畏，加之学习这些技艺，也不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

经济收入，使得非遗项目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鉴于传

统非遗保护方式的局限性，非遗传承必须与时俱进，将项目

传承与时代特色、市场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将数字化技术运

用到非遗保护与传承中，通过数字多媒体展示、三维虚拟技

术、新媒体技术、人机交互技术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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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非遗项目。如在《美术鉴赏》中的《用心体味建筑之美》

中，教师就可以对古代桥梁的建造技艺展开教学研究，我们

可以通过视频介绍，分步讲解古代桥梁的结构、配件组合、

力学原理等知识，学生一目了然；通过游戏的方式，由学生

自己搭建桥梁，还可通过网络对抗竞赛的方式，合作构建桥

梁。这些技术的应用，旨在普及非遗知识，展示非遗项目的

历史、发展以及产生或制作过程。通过技术展示，一方面改

变传统非遗项目的单调与枯燥，激发学生兴趣；一方面强化

学生认知，由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来学习，更具有实

际意义。非遗项目的弘扬离不开市场的主导。传统非遗不再

是人们的谋生手段，我们在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同时，更需

要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为了使非遗走进千家万户，学校可

以利用文艺汇演、节日庆典等活动，走出校门，走进电视台、

新媒体视频平台，走入街头巷尾，给学生出彩的机会，展示

非遗项目的魅力，创造非遗项目的新时代价值。

（二）非遗校本课程开发要注重实效性

开发非遗校本课程，必须让非遗项目走入校园，将非遗

项目纳入校本课程。一方面可单独将某个项目列为专门课程，

进行非遗普及教育；一方面引进非遗项目，作为选修课，对

部分学生进行非遗兴趣教育。例如，某小学将“南京白局”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特色校本课程，积极打造白局特色

校园文化。通过学生的表演、说唱，辅以乐器伴奏，选取健

康的题材，用南京特色方言演绎，效果很好，深受学生欢迎。

另外，结合非遗项目自身特点，我们可以把非遗项目有选择

性地纳入美术课程中，作为原有课程的一部分。这不仅无需

增加额外的课时，同时也能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学习兴

趣。例如，我们可以把传统美术类非遗剪纸、泥人、扎染等

项目与美术课程相结合，让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剪纸技法和泥

塑技巧；我们可以将其安排在学生的美术活动中，丰富美术

课堂教学内容。如在教学《中华民族的瑰宝》和《美在民间

永不朽》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准备一些红色和蓝色的蜡

纸，先给学生播放剪纸的纪录片，为学生介绍剪纸的三种大

分类——折叠剪纸、剪影和撕纸。接着让学生们自行剪纸后

再与非遗项目进行对比，找出自己和欣赏作品之间的不同后，

再由教师带领学生模仿还原欣赏作品，体会非遗剪纸的美丽

和艺术性。类似活动已经在很多学校得到了重视和实施，它

不仅引起学生对非遗项目的关注与兴趣，而且培养和锻炼了

他们动手、动脑的习惯与能力。开发非遗校本课程，打造非

遗项目特色学校，学校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采用“引

进来”的方式，邀请非遗项目传承人到校传授技艺，为他们

配备专用教室和专业老师，采用帮、传、带的方式，向学校

老师、学生传授非遗技艺。学校还应采取“走出去”的方式，

鼓励相关教师向社会上的非遗传承人拜师学习，将学成的技

艺与本学科教学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还可以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在学习、传承非遗项目

的过程中，学校还应将阶段性成果进行集中展示。一是增进

学生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二是让家

长和社会关注非遗项目，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营造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氛围。

五、结束语

总之，非遗校本课程的改革与设置大有可为，它不仅是

历史和现实的选择，也是促进非遗项目普及的最佳路径。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民

族精神与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在世界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碰

撞、交融的今天，如何通过美术课程引导学生传承与弘扬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每个美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校本课程的开发须地方政府、学校、教师以及学生多方共同

努力。

参考文献：

［1］李萍 . 浅谈高中美术鉴赏课程有效开展策略［J］.
新课程 .2020（42）

［2］颜慧珍 .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中学美术课程与教学

的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3］白应斌 . 以剪纸为例探讨非遗美术鉴赏教学方法

［J］. 科幻画报 .20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