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6 ▲学术研究

美术教育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传承与发展分析

◎陈建平
摘要：随着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美术的教育教学工作迎来了诸多的挑战，这些挑战对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重大的阻碍，

这就为美术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美术教师在教学中应认识到我国美术教学面临的各种挑战，并在多元文化环境

下对美术进行多样的教学尝试。如此，可以提升学生对我国文化的认同，提升学生的美术发展素养，促进学生积极健康成长。

本文结合多元文化的环境，提出了具体的美术教学问题，并提出了美术教学中的文化传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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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术教育工作者，应在多元文化

的背景下认识到我国文化对学生成长的指

引作用，并在教学中不断强化学生的认知，

让学生认识到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增强

学生对我国文化的继承与传承的意识，最

终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学生的美术发展

能力。本文提出了当前美术教学中关于多

元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具体

的教学指导策略。

一、多元文化背景下美术教育现状

（一）美术教师的素质待提升

美术教师的素质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

长与发展进步，但是，在传统的教学认知

里，很多美术教师往往只重视学生对美术

的创作兴趣和创作能力，而忽视了学生对

我国文化的认同和价值观培养。这与美术

教师自身的专业素质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关。

在教学中存在教师忽略我国传统文化的现

象，说明教师自身并不关注我国的优秀文

化继承与发展。为此，要想激发学生的美

术兴趣，教师自身要先提升文化素养，确

保可以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文化的渗透。

（二）美术教育具有侧重性

在多元文化大背景下，审美倾向、教

育理念等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在这种

差异面前，教师会有自己所偏爱的内容。

如，部分偏爱西方美术的教师，在教学的

过程中自身也比较关注对学生渗透西方的

文化；而擅长东方文化，并对东方艺术感

兴趣的教师，在教学中更容易为学生渗透

一定的东方文化。简而言之，在文化多元

的大背景下，受教师自身学习兴趣的影响，

学生所了解到的文化内容也出现了一定的

侧重。由此，要想提升学生的美术发展兴

趣与提升学生的文化感知能力，教师自身

也要先从文化素养进行转变。

二、美术教育中的文化渗透策略

美术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存在着密切

的关系，教师要转变自己的教学思路，转

变自己的教学认知，让我国的传统民族文

化渗透在教学的整个过程，让美术课堂成

为激励学生成长的主要桥梁，最终不仅可

以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还能激发学生对

美术的兴趣。

（一）让民族文化为美术添彩

首先，民族文化为美术教育提供了丰

富的内容和养分。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发

展的精神源头，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价

值体现，我国的民族文化不可丢，我们要

继续做好对民族文化的认可和传承。所以，

教师不能丢弃对传统文化的渗透，要在教

学中进行观念的扭转，要对学生渗透一定

的民族文化元素。如，四大文明古国悠久

而辉煌的美术作品，不仅要使学生通过比

较学习，了解各国在美术方面的巨大成就，

更重要的是在提高审美能力的同时，引导

学生对我国文化的多维了解，教师可以将

彩陶艺术对学生进行一定的渗透，并给学

生提出实际的问题：“大家猜猜看，这个

艺术品是用什么材质的物品做成的？”“为

什么这个艺术品的底部是尖形的？”在提

出问题后，教师让学生进行热烈的讨论，

并让学生进行意见的分享。之后教师将我

国的彩陶艺术加工的过程和初衷进行讲

解。如此，不仅能激发学生对美术的兴趣，

还提升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继承的能力。

（二）挖掘更多的传统文化进行渗透

美术教育不仅教会学生如何欣赏结构

美、色彩美，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作品

中的艺术特色，让学生加深对我国传统文

化的认知，提升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主动探

究欲望，达到预期的教学发展目标。美术

教育使学生掌握了专业的审美理论，也使

学生了解了审美的真正含义。教师要激励

学生走出传统的教学圈子，要让他们进行

多维的观察与统计，让他们对我国的传统

文化进行关注和关怀，陶冶他们的爱国情

操，也为他们的美术素养提升带来帮助。

例如，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网络中搜集秦

始皇兵马俑、晋中大地的常家庄园的雕花

墙的设计特色等。让学生在多样而轻松的

自主探究活动中，让学生认识到我国传统

文化中的精髓与艺术特色，当学生看到栏

柱、栏板浑然一体，犹如天然而成，他们

对我国的艺术自然产生极大的兴趣，他们

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自然产生向往之情。

总而言之，在多元文化大背景下，加

强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提升他们

对祖国文化的学习是摆在教师面前的重要

教学责任。教师要进行传统教学形式的转

变，要进行教学的创新，要鼓励学生进行

文化的继承，如此，才能强化我国传统文

化的意义，强化教育的服务作用，可以更

好地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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