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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走进小学美术课堂的有效策略研究
钱　愚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教学研究室，宁夏 石嘴山 753000）

摘要：在当前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传统文化与教育教学的融合成为不同课程教师研究的重点所在。对小学美术教学来讲，

将传统文化知识引入到教学过程，利于丰富教学内容，构架全新的教育教学体系，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不过一些小学美术教师在引入

传统文化的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限制性因素，如对传统文化的内涵不够了解、自身的教育思想落后，不够重视传统文化知识的引入等，

导致既定的教育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小学美术教师需要从实际出发，针对这些教学空白落实有效措施，从而改善教学现状，深化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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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与小学美术教学融合的必要性

（一）丰富教学内容，实现学生多元发展

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沉淀，承载了从古到今的华夏文明史，我国

传统文化独特的魅力，让世人叹为观止。令人神往的是，美术文化

凝聚了国人的情感以及思想，成为为数不多的文化艺术。身为“龙

的传人”，这些文化是值得我们宣扬、传承等。特别是在物联网背

景下，文化传承受到一定影响，社会各领域开始呼吁在教学中融合

传统文化。立足这一时代，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引入传统文化知识，

可以实现文化的传承，积极顺应时代的发展。同时，伴随着课程改

革的持续深入，素质教育逐渐成为各学科教师所研究的重点，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还需要从实际出发，

在课堂中落实素质教育。美术作为素质教育的一角，通过开展良好

的教学活动，可以引导学生就美术知识进行思考，使其体会传统文

化的魅力，借助感知来正确认识我国的优秀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

无形渗透，促使学生多元素养以及人之的发展，实现学生多元化发展。

（二）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

首先，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走在追求

时尚文化的道路上，而忽略了原本辉煌的传统文化。若这一形式

继续发展下去，则容易导致传统文化无法传承的尴尬局面。而在

小学美术教学中，教师通过整合教学内容并借助有效的教学方法

可以起到“拯救文化”的作用，从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有效将

传统文化与教育教学进行结合，打造具备时代特色以及文化特色

的美术课程，进一步推动美术教育以及传统文化的发展。其次，

新时期下职业教育的重要功能是传承优良文化，而美术教育也需

要从实际出发，弘扬传统文化，担当起重要历史使命。同时，教

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实际的教学中会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内涵，

并借助有效的方式整合文化教育资源，随后将其引入到教学过程，

开展融文化教育、高效的教学活动，以此来实现传统文化的弘扬

以及传承，实现文化渗透目标。

二、当前传统文化与小学美术教学融合中存在的限制性因素

时下，虽然传统文化渗透成为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不过在

其与小学美术教学融合的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限制性因素，使

得传统文化难以发挥其教育价值，且学生的能力难以提升。结合

分析，可能存在以下几点限制性因素。第一，一些教师的教学思

想落后。目前，虽然现代教育呼吁教师在教学中重视传统文化渗

透，不过一些教师受自身育人思想的限制，不够重视传统文化与

教学的融合，在教学过程中依旧以知识讲解为主，这一方法即便

能够保证教学进度，但并不利于传统文化渗透下教育目标的实现，

导致整体教学效果较差，且学生的综合认知得不到发展。其次，

传统文化与美术教学的融合不够彻底，新时期下，一些教师紧随

教育时代的发展，其也开始在教学中引入传统文化知识，不过因

一些教师对文化渗透的内涵、有效方法等掌握并不扎实，导致既

定目标很难实现，文化渗透下的课堂也很难实现改革。

三、传统文化与小学美术教学融合的有力措施

（一）教师转变育人思想，侧重传统文化的引入 

在传统文化渗透的号召下，更多的小学美术教师开始转变自

身的教学思想，重视传统文化与教学的融合。小学美术教师在传

统文化渗透中担任着“掌舵者”“践行者”的角色，他们需要掌

握更多、更丰富的文化教育理论知识，同时也需要对传统文化知

识内涵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还要具备前沿的教学理念以及实践

能力，从而可以掌握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以确保教学效果。除此

之外，美术教师也应该是小学生的心灵引导者以及交流者，他们

可以借助自身的角色优势，以丰富的人文情怀去帮助学生，爱护

学生，帮助学生在学习美术知识以及传统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实

现自我提升。

例如，笔者在“彩墨游戏”一节教学中，积极转变自身的教

学思想，将传统文化知识 Y 与教学融合在一起。在国画教学中，

教师的主要教学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相关知识的兴趣，使其学会

一些可以让学生本身接受的表现技法，引导学生借助笔、墨、水

的功能来强化他们的审美素养，并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结合

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教育需求，笔者在“笔法”教育上不像书法用

笔那样严格，而是将其适当简化，学生握笔的高低不受成法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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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任意变化；“墨法”则按照“淡、浓、焦”三个层次引导学

生了解相关知识。在学生掌握这些内容之后，笔者让学生应用几

种墨色，在宣纸上随意点、写、画，并让学生结合自身的想象将

墨用流动、渗透的方式使其流动，最终变化成形，通过这样的方

式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并使他们了解到国画这一传统文化的

内在魅力。

（二）创新教学方式，打造良好教学环境

对传统文化教育视角下的小学美术教学来讲，教学方式的创

新是影响传统文化与美术教育深度融合的又一关键性因素，而教

师为了进一步实现教学目标，则需要关注全新教学方式的引入，

以此来开展有有效的教学活动，助力学生多元素养以及认知的发

展。例如，在美术课程《精彩的戏曲》一课中，笔者结合教学内容，

选择了情境构建的教学方式，让孩子们产生了解传统文化的欲望，

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脸谱是中国戏曲特有的，是指用各种色彩，

通过夸张、象征等方式在演员面部勾画成一定造型，其中的秦腔

脸谱、京剧脸谱有多种谱式，如整脸、五花脸等，在教学导入阶段，

笔者借助信息化教学手段，为学生呈现了变化莫测的脸谱，随后

为学生播放了微课，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我国的国粹：微课以一首

歌曲为开头，蓝脸的窦尔敦 ... 之后视频带领学生了解京剧脸谱不

同颜色所代表的色彩内涵及其由来，逐步树立学生了解我国传统

文化的兴趣。在此之后，笔者让学生分组尝试绘画秦腔中的脸谱。

这一过程主要 是引导他们在曲面的马勺上用流畅的线条、对称的

方法以及丰富色彩来表现出脸谱的角色特征。例如三块瓦脸是用

黑丝勾画出眉、鼻、眼窝以及嘴角的轮廓，使其两边面颊与前额

形成三大块的构图谱式。当笔者发现学生有较好的作品时，笔者

对学生的学习小组进行表扬，从而帮助学生树立学习自信，借助

这样的方式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充分渗透传统文

化的教育内涵。

（三）围绕传统文化内涵，培养学生审美素养

每一份美术艺术作品，都是由作者的心血所打造，在其中也

包含作者丰富的内在情感。此外在传统文化教育视角下，这些艺

术作品是发展学生在美术课堂中审美能力重要素材。为此，美术

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要注重文化的渗透，对相关作品进行深

入解读，提高学生情感认知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综合美术

素养。

例如，在《民间游戏》一节教学中，笔者围绕传统文化的教

育内涵，开展了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本节主要是教师从传统

文化教育角度入手，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主动性，使其了解到民

间玩具是民间艺术形式的一种，为此在课堂导入环节，笔者首先

为学生展示出一幅剪纸作品，告知学生剪纸也是我国民间艺术的

一种，这些艺术作品与我国的生产、生活等动有紧密地联系，而

在众多的艺术形式中，最受学生欢迎的则是民间玩具，随后引出

教学内容。其次，为学生讲解我国民间玩具的由来，我国的民间

玩具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相对淳朴的造型逐渐受到世人的关注，

一根线、几块碎布即可缝制成令人爱不释手的布老虎、泥巴也可

以随手捏成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娃娃，之后笔者运用信息化手段为

学生呈现了几种常见的民间玩具类型，有兔儿爷、陶瓷玩具、面

塑玩具等。最后，笔者为每个小组发放了一定数量的橡皮泥，让

学生尝试通过合作制做出极具自身想象的“陶瓷玩具”。这样，

围绕传统文化教育内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和素养，利于丰富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在知识学习的过程中逐渐

树立文化传承认知，进而实现学生综合素养以及能力的发展，切

实深化教学改革。

（四）完善教育评价，多角度评价学生

在传统文化教育视角下，笔者认为美术教师同样需要完善教

育评价，从多个角度、深层次予以学生全方位评价。传统的教育

评价主要是教师结合学生成绩，随后对其打分，不过此种方式并

未关注到学生的学习过程，导致学生难以找到自身在学习中存在

的弱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传统文化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因

此在全新教育视角下的小学美术教学中，美术教师需要完善教育

评价机制。首先，结合学生的学习过程，对其参与主动性、知识

学习情况、对知识的掌握程度等进行评价，基础性评价利于树立

学生的学习自信。其次，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文化传承

意识，这一评价内容利于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价值认知，进一步

实现传统文化教育视角下的教学目标。

四、结语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艺术课程教师要有意识

地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传统文化教育知识，引导学生在知识学习的

过程中逐渐树立文化传承意识。小学美术教学承载着传统文化渗

透的重要使命，其主要原因是美术教学中的很多知识与传统文化

存在契合点，利于教师实现教学目标，因此教师需要积极转变自

身的育人思想，侧重传统文化与教学的融合，并借助有效的教学

方法开展教学活动，帮助学生建立文化传承意识，切实深化教学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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