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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学教育中民间美术教学的重要性 ①

李文贞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民间美术是我国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随着工业化社会的高速发展，
我国民间美术深受影响开始走向衰退。在小学教育中开展民间美术教学，不仅仅是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而且使学生对

中华文明有更为深刻的印象，更有利于民间美术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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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智力
发展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是全面贯彻国家

的教育方针的组成部分。通过美术教学，可以逐步培养

学生对自然之美、社会人文之美以及艺术之美的感受、爱

好和审美能力。培养学生对艺术创造的兴趣和才能，能

够提高学生对造型艺术作品的欣赏能力，逐步培养崇高

的道德品质和高尚情操。小学美术教育是基础教育中的

基础，是现代教育的基础，民间美术的教学，不仅仅是作

为一种普通美术教学，更重要的是将中国民间美术进行

传承。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美术课程的开设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它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创新

能力、审美品位和美术素养的现代公民［１］。此外，美术课

程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弘扬中华民族的

优秀文化。小学生具有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具有一定

的认知能力。我们此时向小学生教授民间美术，不仅仅

是提高小学生的审美能力，而且也有助于传承祖国的优

秀文化。

１　中国民间美术
１．１　中国民间美术的释义

民间美术是什么？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民间美术是

一切民族美术传统的万川之源［２］。民间美术是我国原始

艺术的延续，直接继承了原始艺术实用与审美共存的性

质。从新石器文化中彩陶艺术的出现，到商周的青铜艺

术、战国的漆器艺术、秦汉的民间生活日用品与陶俑艺

术，再到魏晋的民间服饰与印染、织造艺术、唐宋的陶瓷

艺术、明清的民间版刻印刷、剪纸、家具、雕塑、织绣艺术，

这些绚丽多彩的民间美术渗透于人们生活的中，不断积

累与传承，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篇章。

从社会阶层来看，民间美术是相对于宫廷美术而言

的，泛指由身处社会底层普通群众根据日常生活的需要

而创造的［３］。从制作者来看，民间美术作品的制作者不

是专门的工艺家，而是农闲时，有劳动群众创造的。从制

作材料来看，民间美术作品的制作材料不是专门的特制

材料，而是普通的或许是随处可见的。就其消费群体而

言，民间美术作品的消费者大多是普通群众。从用法来

看，民间美术作品大多是日常生活用品，在生活中随处可

见，而不是博物馆中藏品。

１．２　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的现状
民间美术大多由身处社会底层普通群众所创造，而

义务教育还没开始前，身处社会底层普通群众能段文嚼

字不多，能将民间美术系统成册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

在以前，民间美术的传承主要依靠言传、物传与身教。在

历史的长河中，战争与自然灾害，对民间美术的传承具有

极大的破坏性。

民间美术作品的制作材料大多是随地取材的，价格

不高，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如靠海的贝壳工艺品

等。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快，民间美术赖以生存

的自然环境遭到了极大的损坏，一些民间美术工艺由于

多方面原因而逐渐消亡。

民间美术作品大多是日常生活用品，针对的大多是

普通群众，价格低廉。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自给自足的

农耕文明一去不返，农业手工业文明正在被工业文明取

代。因为机器作业，可以大批量生产，制作时间短，更降

低了人力资本，所以成品价格更为低廉，这对民间美术作

品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２　在小学开展民间美术教学的必要性
小学美术教育作为美术教育的基础，对现代教育的

具有重大意义，民间美术的教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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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学，有利于培养养学生的审美与创造能力，更重要

的是将中国民间美术制作工艺与中华传统道德进行传

承，树立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２．１　民间美术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审美，艺术教育就是审美教育［４］。

《美国艺术教育新台阶》将１～１２年级的艺术教育划分为
五个阶段，其中小学教育包含两个阶段，１～３年级的感知
审美特性与４～６年级的提高感知的敏感性［５］。

感知审美特性阶段意在引导学生发现事物的品质直

观性，培养学生的感知习惯。民间美术作品的创作题材

多根据浅显易懂的神话传说改编而来，民间艺人将神话

传说通过民间美术形式清晰的表达出来，神话传说通过

人为的加工，形象更为具体、饱满。教师通过民间美术的

教学更容易将学生引入艺术的殿堂，使学生更为直观地

感受到视觉艺术领域审美的特性是供人欣赏感知的。

提高感知的敏感性阶段意在培养学生的审美感性意

识，使能够仔细观察和描述审美对象。民间美术作品形

式多样，色彩绚丽丰富，造型独特与新颖，给教师提高学

生感知的敏感性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２．２　民间美术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创造与超越一直是美术教育的核心内容。小学美术

教育，不但是让学生掌握美术的基本知识与基础技能，更

应该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民间美术的传承，一直是一

个层层积累的动态发展过程，如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工艺、

商周的原始瓷工艺、秦汉的陶俑工艺、魏晋的青瓷工艺、

唐代的唐三彩工艺、宋代的宋瓷。

民间艺人大多是由身处社会底层普通群众，他们没

有系统的对民间美术进行学习探究，所创作的作品具有

很大的随意性，并没有严谨的规范性，这给学生留下大片

的空白思维空间，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每一件民间美术作品的构思与创作，都是独一无二

的存在，民间美术的学习重视构思与创作的独特性，鼓励

创造与进步，无固定的思维框架，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培

养。就像民间美术中的风筝工艺，有中规中矩的飞鸟、昆

虫、几何体等形状，有可拆装的软翅风筝，有龙头蜈蚣长

串风筝，有宫灯、花瓶、火箭等桶行形风筝等等。

２．３　民间美术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归属感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倡导：“只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其意在于，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中国

民间美术起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彩陶文化，贯穿了

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中国民间美术作品题材深受中华历史的影响，如“门

神”的发展史，远古时期，庶物崇拜，秦朝，“门神”名将白

起、蒙恬，汉代，“门神”有黄帝大将神荼与郁垒，东晋，“门

神”有名将温峤，唐代，“门神”有大将秦琼、尉迟恭和文臣

魏徵、徐茂功，宋代，“门神”有名将岳飞、文臣包拯，到抗

日战争时期，民间艺人与时俱进，把传统门神换成了抗日

军民。

中国民间美术来自民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

连，艺术作品中甚至包含了生活中常用的坛子、碗筷等。

在中国，在众多艺术作品中，只有民间美术作品，才如此

贴近生活。民间美术不像文人书画过于强调意境，他们

更擅长的是情感的表达，在作品中以清晰明了的形式表

达对忠贞爱国、百善孝为先、义薄云天等美好情感的

向往。

中国民间美术不是建立在西方教育体系的基础之上

的，它富有我国浓郁的民族气息与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紧密相连，是独一无二的，在民间美术的学习中，无疑能

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在小学教育中开展民间美术教

学，更有利于学生能更早的树立民族自信心，对中华文明

有更为深刻的印象。

２．４　民间美术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传统道德
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美育》中，指出“故

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

也”。且在《美育》中，强调“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

图德育之完成者也”［６］。

美术教育归属于教育的大范筹，而教育的根本目的

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的德育的发展。在义务

教育开始之前，我国民间艺人大多是身处社会底层普通

群众，文化水平不高，他们的创作题材多来源于生活与先

祖们代代相传的故事，所以民间美术作品在构思与创作

过程中深受中华文明与传统道德的感染。民间艺人通过

匠心独运的制作，将中华文明与传统道德的精粹融入到

民间美术作品的制作中，我们可以在民间美术作品上常

常见到：象征“孝”的卧冰求鲤，象征“悌”的孔融让梨，象

征“信”的曾子杀猪，象征“敬”的程门立雪等题材。这些

民间美术作品蕴含中华文明传统美德，使人在欣赏的同

时受到中华文明与传统道德的熏陶，起一定宣传教育

作用。

民间美术以图画、剪纸、皮影等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中

华文明传统美德，具有教化作用，使学生在欣赏、娱乐之

余能够更直观的了解中华文明。

参考文献：

［１］教育部．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Ｍ］．北京：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易　心，肖?子．中国民间美术 ［Ｍ］．长沙：湖南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周　旭．中国民间美术概要［Ｍ］．北京：人民美术出
版社，２００８．

［４］郭声健．艺术教育的审美品格［Ｍ］．长沙：湖南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５］王柯平，杨　平，李中泽，等．美国艺术教育新台阶
［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蔡元培美学文选［Ｍ］．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责任校对　王小飞）

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