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广角006

浅谈校园文化与美术教学的有效融合
——葫芦文化与美术教学的结合

◎李瑞元

一、多彩美术活动充实校园文化

（一）发现

自古葫芦文化就源远流长，葫芦是中

华民族最原始的吉祥物之一，人们常挂在

门口用来避邪、招宝。上至百岁老翁，下

至孩童，见之无不喜爱。每个成熟的葫芦

里葫芦籽众多，让人联想到“子孙万代，

繁茂吉祥”；葫芦谐音“护禄”“福禄”，

加之其本身形态各异，造型优美，无需人

工雕琢就会给人以喜气祥和的美感。古人

认为它可以驱灾辟邪，祈求幸福，使子孙

人丁兴旺，有吉祥如意的文化象征。而且

在亚洲、美洲、非洲各地均流传着古老的

葫芦神话，说明葫芦文化的世界性。

笔者学校就将“葫芦文化”融入到学

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首先各班老师带领

孩子们了解葫芦的相关知识，老师带领孩

子们科学地育苗，待种子发芽亲手种植在

学校的长亭架下，孩子们能看到亲手种的

葫芦的整个生长过程，到收获的季节，孩

子们争先恐后地摘下大大小小的葫芦。

（二）思考

笔者想，如果让孩子们在葫芦生长的

每个阶段都仔细地观察，并用画笔记录下

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把收

获的葫芦进行装饰美化也可以变成精美的

工艺品，因为收获的还有一些生长失败的

葫芦和表皮破损的“坏葫芦”，经过多种

方法辅助可以把它们变废为宝，同样能成

为夺人眼球的艺术作品。

（三）实施

首先，笔者带领孩子们搜集了大量

有关葫芦的知识和资料，一起学习了解了

葫芦工艺的一些制作方法和技巧。比如我

们通过网络和书籍查阅了葫芦的种植和维

护，葫芦的收获与加工处理，葫芦的种类

和各种形态，还粗浅地了解了葫芦的制作

工艺和方法等。

其次，笔者得到了学校大力支持，多

次聘请河北省一级工艺美术大师，人称“刘

葫芦”的刘保秋老师为同学们作精彩的讲

座。刘宝秋向孩子们展示了精美的葫芦烙

画作品，他的作品以人物、走兽见长，兼

写山水、花鸟，既有精火锤炼再生之后的

新奇、古朴、厚重，又不失国画笔墨豪放、

润泽之韵味，他的作品堪称晋州民间艺术

一绝，精彩的讲座引得孩子们赞许的掌声

不断。

再次，在平时上课时，有意安排户外

的写生课，葫芦在一天天长大，学生用画

笔记录了葫芦的整个生长过程，他们画笔

下的葫芦藤蔓、叶子和小葫芦都那么生动

可爱。笔者在学校专门成立了“葫芦软陶

社团”。在社团课中创设了很多和葫芦有

关的课程，比如《葫芦瓢画》《创意装饰

小葫芦》《葫芦娃娃》《葫芦筷子架》等，

社团成员用灵巧的小手制作出一个个可爱

的葫芦娃娃，个个形象生动，造型夸张，

各有各的创意。每一件小葫芦作品都让人

爱不释手。

在葫芦的生长过程中，因为天气和人

为因素会长出一些表皮破损，造型不美观

的“坏葫芦”。笔者和孩子们一起展开想

象，把一个个看似废弃的葫芦变成了一件

件有趣的美术作品。比如把表皮破损的葫

芦制作成鸟巢，这个创作需要葫芦够大，

在下面的肚子上开一个可供小鸟出入的圆

口，把葫芦里面的籽和瓜络，用丙烯颜料

图上喜欢的颜色，就可以挂在校园的树上

等待小鸟的入住了。还可以制作成小书架

或杂物架，同样在下面的肚子上开一个长

方形稍大的口，里面掏空，涂好颜色或者

本色就可以悬挂使用了。	

（四）效果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学生们各方面

的能力得到了发展，孩子们用他们那双好

奇的眼睛去认识观看周围事物，然后用画

面去展现自己所观察到的，所想到的，用

制作表达着细腻的情感和认识。

1. 对葫芦的兴趣浓厚

一系列的美术活动，使学生确立正确

的学习动机，激发求知的欲望。需求越强

烈，兴趣就越浓。笔者很注意保护他们的

好奇心理，鼓励学生大胆地提出问题，进

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不断地激发他们的

求知欲。总之，孩子们对葫芦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这兴趣促使着学生自觉地、积极

地追求对新创意的思考，这种积极的学习

状态不就是我的教育所需要的吗？

2. 美术让学生收获乐趣

渐渐地，学生们习惯了用美术来帮助

自己表现对周围事物的认识理解，很多孩

子有了为日记配画和画绘本的习惯，这些

都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记忆

力和创造力。他们爱上了变废为宝的这种

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美术的熏陶让孩子

们的生活其乐无穷。

3. 成果展示

笔者和学生一起为这些葫芦作品进行

了多次展示，比如“神奇的葫芦——葫芦

娃娃系列”“神奇的葫芦——葫芦瓢画系

列”“神奇的葫芦——创意制作系列”

等，引来全校师生的驻足观看。笔者指导

帮助学生对活动过程中的资料进行筛选、

整理，形成结论，指导小作者们着重对活

动中的体验、认识和收获进行总结和反思。	

三、让葫芦文化走进孩子的心

美术教育如春风化雨般潜移默化地影

响学生的人格，在耳濡目染中促进学生形

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因此，艺

术教育应该切实深入校园、让校园文化焕

发勃勃生机！

笔者还在不断地学习充实自己，通

过多种途径学习葫芦烙画的技术技巧，下

一阶段计划购买一部分不容易种植出的葫

芦，在刘保秋老师的帮助下，带领孩子们

尝试葫芦烙画的创作。接下来肯定还有很

多的难题和，我会和我的孩子们一起努力

探究，不断创新，让葫芦文化用艺术的步

伐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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