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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美术教学如何渗透民间美术文化

◎王娉婳
摘要：美术教育是小学素质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但由于种种条件的局限性以及思想的局限性，导致小学美术

课对学生的教育并不能达到要求。尤其是当前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内在价值逐渐被模糊，对自我的学习钻研能力有所衰减，

导致部分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美术艺术处于低谷。本文分析小学美术教学中如何渗透民间美术文化，希望能够传承传统文化，

让学生感受到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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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作为一门提升学生美学修养的学

科，对促进学生自身的整体修养，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而对于小学美术而言，在

小学阶段为学生奠定良好的艺术修养，有

利于学生自身的成长。因此教师要通过多

种方式，促进小学阶段学生的美术学习。

一、锻炼观察能力，学会发现美

在学生的美育教学中，教会学生去发

现美也是很重要的，只有用美的眼睛去观

察身边的事物，有意识地去寻找美的事物，

学生的美学观念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美

育中希望学生拥有发现美的能力，而这种

能力也不应该是局限于从美中发现美，也

应该包括从其他的事物中发现美，这样才

是真的美育教学，所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去做一些平日里不会去做的观察，看看是

否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例如，在《家乡的老房子》中，除了

教材之中的内容之外，教师可以为学生带

来几张老房子的照片，将其放在 PPT（一

种演示文稿软件）展示供大家观看，并且

在课堂结束以后将其放归。试图寻找一些

之前没有观察到的东西，比如“家乡的老

房子其实很特别”“家乡的老房子的特征”，

让学生们学会去从身边发现美，让学生们

发现，即使是自己不喜欢的事物也会有自

己的美丽所在。鼓励学生利用自己在日常

生活中观察到的知识，结合之前老师教过

的泥塑方法，捏出自己喜欢的家乡老房子

的形状。这个过程中主要是渗透民间美术

手法泥塑，以泥塑来充实课堂，带动学生

学习兴趣，锻炼学生发现美、感受美。

二、组织教学活动，提升学生的创造能力

在审美教育中，“创造美”是其中的

核心，这也就是学生需要提高的创造能力，

而美术学科的一大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创

造能力。

以“多彩的民间美术”为例，上课的

时候，教师先分析“美术鉴赏”的字面

意思，让学生明白“美术鉴赏”也就是“视

觉鉴赏艺术”。同时，让学生学会通过视

觉感知、经验以及相关知识，鼓励学生说

一说有哪些多彩的民间美术，民间艺术中

哪些是和美术有关的，展现出怎样的魅力。

将民间剪纸艺术作品进行分类、判断、联

想以及评价。利用前半节课帮助学生掌握

美术鉴赏的基本概念，然后在后半节课教

师便可以组织一次“鉴赏大赛”。教师将

班里面的学生分成多个小组。教师在课堂

中不能只专注于讲解理论知识，要多组织

有趣的教学游戏，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

热情。

三、积极开展课外美术实践活动，扩展学

生视野

对于小学美术教师而言，要在自身的

教学过程中，促进民族美术文化的渗透，

除了要通过多种途径树立学生积极的学习

态度外，教师还要不断多元化自身的教学

方式，通过多元化教学形式的运用，进一

步展现民族美术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进

一步扩展学生自身的视野，进而推动民族

美术文化的传承。

例如，教师在进行“民间面塑”这一

章节的教学时，教师首先可以通过现代化

多媒体设施，向学生展示有关捏面塑的优

秀作品，同时在展示过程中，可以加入一

些民间美术作品中有关捏面的优秀作品，

如捏造的人物形象或是生活环境内容等。

在展示完毕后，教师可以让学生互相进行

讨论，通过学生互相之间的讨论，从而进

一步加深学生对捏泥的认知。接着教师可

以让学生自己动手进行实践，并在学生自

己动手进行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在潜移默

化中加入民间美术的内容，通过这样的教

学方式，不仅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了有关

面塑的内容，而且也使得学生对民间美术

文化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进而扩展了学

生自身的视野，并加深了民间美术文化在

学生脑海中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其的传承。

总之，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而言，由

于其整体年龄偏小，思维正处于发展阶段，

所以通过民间美术文化的学习，帮助学生

的思维不断发展，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促使学生的视野变得开阔，与艺术情操得

以陶冶，同时能够促使学生树立起强烈的

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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