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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剪纸“五步”教学法对学生能力的

提升途径 ①

刘佳利，戴灿军
（桂花坪小学，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１２）

摘　要：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说过：“小孩子应有剪纸的机会。”他认为剪纸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养成独自
消遣的好习惯；二是可以练习手筋。”也就是说剪纸既可以养成独立完成的好习惯，又能够锻炼手指的灵巧度。在我校将剪

纸课堂化之后，教师通过“观察—鉴赏—创作—评价—拓展”五步教学方法，使得学生能力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关键词：小学剪纸；“五步”教学法；学生能力

中图分类号：Ｇ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３）１２－０００９－０３

　　剪纸是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它源于民间的美术活

动，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我校将《剪纸》作为校本课程

进行研究，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扬。我们在不断

地实践研究中摸索出了一套有利于学生能力提升的教学

方法，即“观察—鉴赏—创作—评价—拓展”五步教学方

法。五步教学方法密切相连，环环相扣，在提升学生能力

上各有所长：在观察中提升学生细致专注能力；在鉴赏中

提高学生艺术审美能力；在创作中促进独立自主、合作探

究、创新能力的形成；在评价中收获自主学习、交流能力；

在拓展中挖掘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一　在观察中提升学生细致专注的能力
所谓观察，就是用眼睛去看。要远“观”近“察”，时时

注意，事事留心，由此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那么教师该

如何将学生细致专注的能力得到更大的发挥呢？

（一）激发学生观察兴趣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唯有让学

生有兴趣，学生才会细致而专注。那么教师做到以下两点

是必不可少的：（１）教师要营造一个良好的观察氛围。心

理学上讲，有新异性的东西，就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因此，

教师可以创设一些有新异性的观察情境。在一堂主题为

“快乐的节日”剪纸课上，老师提前就在教室里挂上了气

球，彩带，鲜花，一首《快乐的节日》更是将气氛营造到了最

佳状态。（２）教师要有关注力。关注力实则是教师对课堂

的一种观察能力，一种引导能力，在关注中倾注爱，从而产

生新的智慧。在一堂剪纸课后，教师反思如下：

某天是低年级的剪纸校本课程，我为大家教学剪苹

果，像往常一样，几幅比较好的作品在台上被我进行展示，

作品被取了几个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名字：“喜羊羊苹果、灰

太狼苹果、变形金刚苹果”等等。大家都觉得很有趣，都跃

跃欲试想来剪！这个时候，坐在窗户边的几个小男孩却开

始捣乱了。

他们将附近比较好的作品都挑出来，然后用胶水若无

其事的贴在玻璃上，窗户上立刻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苹果。

这群捣蛋鬼！我走上去正准备严厉斥止的时候，脑子里突

然灵光一闪！既然大家这样高兴，我何不顺水推舟，让学

生用所学到的东西来美化自己的班级，这不就是一个很好

的主意吗！我语气立刻变得柔和：“你们要贴在玻璃上可

以，但是必须要通过老师的许可，优秀的作品才能粘贴上，

而且我得请一个同学监督，制止那些胡乱张贴的行为。”这

样一来，大家的热情得到了空前的高涨。有谁不想自己的

作品变成大家瞩目的焦点呢？

于是一年级的班级文化就以“苹果”为主题，不仅将苹

果贴在了剪纸展板上，还贴在了玻璃上，整个教室都是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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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小孩子们特别特别开心。我想：有什么事情能比孩子

开心动手，快乐动脑更有意义的呢？这完全得益于我对课

堂的关注力，从而调动了孩子们的积极性。

（二）观察要抓住特点，运用正确的观察方法

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只有掌握了事物的特点，才

能真正认识事物，才能生成实效、美妙的课堂。

在一堂剪连续图形的剪纸课堂中，我是这样处理的：

首先我让学生欣赏美丽的对称图形，引起学生的兴趣。然

后拿出了一个剪好的小纸人，问学生这个图形该怎么剪？

通过一番讨论，孩子们有的说画一个小人，有的说只要画

半个，展开后便能出现一个完整的小人。当孩子们掌握了

剪一个小纸人的方法，我再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同时剪出

更多小纸人的问题，通过旋转与图片演示，在一个对折四

下的纸上，剪出了与刚才相同的４个小纸人。小纸人由一

个变成四个，再借此机会提出，是否可以同时变成８个小纸

人？最后我鼓励每一位同学充分发挥想象，自己设计一个

图案，剪出一幅最漂亮的而且是连续的对称图形。就这

样，孩子们在我的有效引导下，他们的思维得到了发展，一

个看似很难的剪纸数学题材，由于有效地分解，全体学生

不仅形象直观地掌握图形对称原理，而且提高了学生学习

自信心，也提高了学生综合思维能力。

观察的方法有许多种，比较常用的有对比观察、直接

观察、解剖观察以及按照不同的顺序去观察，不同的对象

需要利用不同的观察手段，在新课程改革下更要求教师要

“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

二　在鉴赏中提高学生对艺术的审美能力
提高小学生的审美能力，鉴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让学生在课堂内多欣赏，多感受美，使影响潜移默化

地产生。此外，我们还要充分利用课堂作品、展览作品等

载体，培养学生初步的艺术鉴赏能力，对艺术作品中的美

进行认识和发现，从而提高其审美能力。

剪纸作品和美术作品一样，是我们将生活中所见、所

闻、所感，通过一把小小的工具，创造出的符合自己审美观

的艺术作品，这些艺术作品相对于实物来说可能比较抽

象，但是剪纸就是通过审美过程把主观意识和客观实物统

一起来，一方面我们把审美体验物化为对象到作品中，另

一方面又提供了精神消费产品，影响人的精神世界，最终

影响客观世界。剪纸欣赏是剪纸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课堂上一般会从以下三个方面引导学生进行鉴赏：

１．风格特色欣赏。受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即使在

同一类剪纸作品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陕北民间

剪纸，由于近百年来交通闭塞，地处偏僻，外来文化较难传

入，古代的文化、艺术却被农家妇女承袭下来，代代相传。

所以一些剪纸继承汉代画像石风格，外轮廓极其简练、饱

满、生动，想象力丰富。而陕北以单色剪纸为主，造型简洁

质朴、注重夸张变形，传承着古老的审美情趣和造型观念，

在内容上多以动物花草为主。

２．情节与形式。英国美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认为艺

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剪纸反映客观的真实性，即再现的

真实性与表现的真实性。如卢雪根据安徒生童话内容所

创作的有故事的剪纸就很受学生喜欢。小美人鱼披上了

衣裳，胸前的那一颗心就有很深的故事情节。遭受欺负的

丑小鸭还挂着伤心的眼泪，尤其让人爱怜。

３．剪纸作品的边缘内容讲授。这部分是学生比较感兴

趣的，包括艺术家的生平、爱好、传说、当时的社会背景及

后人的评议，需要我们针对某一作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

下，如何把艺术家的心理反映出来。优秀的艺术作品，能

让公众感悟、认识到不同时代、社会、民族和不同阶层的具

体生活情景、文化模式、艺术表现风格、心理性格，从而更

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人生的真谛。

三　在创作中提升学生独立自主、合作探究、
创新的能力

（一）在课堂外提升学生的独立自主和合作探究能力

创作在剪纸课堂上是重点，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运

用多种教学手段，可以鼓励学生独立自主进行完成，若是

作品比较复杂一点，特别是有故事的画面呈现就可以充分

发挥学生合作探究的能力。

在学校组织的“我们用剪刀讲故事”的活动中，六年级

的学生就在老师的协调下，将班上同学分成了９个小组，每

个小组呈现一幅故事图片，在固定的文字下，组长进行分

配，有的孩子剪小白兔，有的孩子剪树、剪花，还有的剪天

上的小鸟、太阳。这样的分工不仅加速了作品完成的时

间，更加重要的是每个孩子都参与了，而且有更多的时间

将每个部分的事物剪到最好。

（二）在课堂中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的能力

剪纸是非常能锻炼学生创新能力的，学生可以在自己

的作品上设计与别人不一样的花纹。在一堂低年级学生

剪《游鱼》的课上，教师将一条红红的鱼剪了下来，接着就

开始问学生鱼的肚子胖乎乎的，里面装了什么呢？你们猜

猜？看谁最有想象力。于是学生答案就五花八门。老师都

一一肯定，这堂课下来，就出现了不一样的鱼，有的孩子将

两条鱼合在一起，取名为鱼妈妈要生小宝宝了。有的孩子

把小鱼贴在大鱼的背上，取名为小鱼要背背。还有的孩子

把鱼肚子剪成了不同的形状，有圆的，叫太阳鱼。有弯的，

叫香蕉鱼……

四　在评价中收获内省、交流能力
《纲要》指出：“评价应当自然地伴随着整个教育过程

进行，综合采用观察、谈话、作品分析等多种方法对学生进

行评价。”可见，教师掌握好正确的评价方法，不仅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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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鼓励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培养学生参与活动的勇气。

（一）关注细节评价

赏识教育和激励性评价非常重要，但教师更该注重学

生对于自我反思的提升。由于一些大而化之的表扬之词，

使得学生忽视了教学评价与学生全面发展相结合，这样的

评价是没有效果的评价。没有考虑到“兼顾群体需要”，就

会忽视负面评价和其他方面的评价。其实，负面评价也同

等重要。正确的负面评价更有助于学生发现、改正自身缺

点，培养正确的社会认识。在剪纸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对一

些作品不是非常好的孩子这样去评价：“你的锯齿形剪得

很好。”“你的结构非常好，如果能够将里面线条剪得更加

柔顺一点，剪纸就会更棒！”……学生在教师的评价上就会

自我思考，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就会自己去判断。

（二）评价主体和评价内容多元

当学生完成一幅剪纸作品的时候，我们会问学生：“你

觉得你的作品怎么样？”“你的作品与别的同学不同，你是

怎样想的呢？”这是教师提问，要求学生自我评价。我们还

经常用到互评，两幅作品彼此评价，这也就是一个彼此学

习的过程，学生在评价中不仅学习到了别人的长处，更能

在交流中触碰到自己思维的发展。将优秀的作品在课堂

中展出，让其他的学生进行作品的评价，这也大大提高了

学生的成就感。

五　在拓展中提升学生想象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

拓展是对于所学知识的一种提升，而我校在长期的研

究中，更加注重的是剪纸与语文学科的联系。我校属于农

村学校，语文学习的水平远远低于市中心的孩子，特别是

写作一直是阻碍语文质量提升的绊脚石。为此，在剪纸拓

展这一方面，我们有意识的与写作相联系，让孩子能通过

丰富的想象力给自己创造的作品编故事，写诗歌……如在

一次自由创作的剪纸活动中，一个同学根据自己创作的一

幅剪纸作品写的一篇想象文：

“唉呦！”哪儿传来的惨叫声啊，一声接着一声似乎不

停歇了。

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条小鱼正咬着一条大鱼的尾巴。

怪不得听见了惨叫声。许多鱼纷纷围上来，正在看这两条

鱼的热闹，隐约还有几声加油声。终于在两条身强力壮的

大鱼的帮助下才把它们分离开。

可是事后大鱼觉得有些委屈，就把小鱼告上了法庭。

到法院后，法官大人见到被咬伤的大鱼后就叹了一口气

说：“咬这条鱼的可真狠毒呀！”

开始审问了。法官大人对小鱼说：“你为什么要咬大

鱼，你和大鱼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小鱼委屈地说：“法官

大人，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因为看见大鱼尾巴上有一个大

口香糖，要不是因为我想吃才不会咬它那肮脏的尾巴呢！”

大鱼立即反驳道：“我的尾巴上哪有口香糖呀，是你眼花

了吧！”

话音刚落，大家都看了看大鱼的尾巴，小鱼也看着，看

着看着好象又想去咬一口。大家都看清楚了，大鱼的尾巴

上没有口香糖，只是尾巴太像口香糖了。法官大人终于弄

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最终判定因为大鱼的尾巴太像口

香糖，而且大鱼是新鱼种没人认识它，所以才被小鱼误伤。

小鱼因为不知道什么就咬别的鱼的尾巴，但因不是故意的

就无罪。这场官司不成立。

官司结束后，大家都说小鱼太调皮了。大家都让大鱼

原谅小鱼，通过这件事，小鱼做许多事都很谨慎，大鱼也让

别人认识了它，从此以后它们都快乐无比。

实践证明，剪纸活动对学生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所以，开展好剪纸教学活动对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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