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５年５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５
Ｍａｙ．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５．０２１

常德皮影戏融入美术课堂的探索与尝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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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皮影戏是广为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演艺术形式，常德皮影戏是常德特有的一种文化标志，有其
独特艺术特征；将常德本土皮影戏融入美术课堂，探索创新型的课堂教学形式，不仅能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还能培

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因此，是体现新课程标准要求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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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学校教育对传统民间美术的漠视表现得尤为突出？原因在于长久以来学校采用统一的课程

管理体制，美术课的内容集中体现在普及“同化型”知识及主流文化上。这种方式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生学习“同化型”文化从而忽视了对当地风土人情和民间美术文化的学习，进而加

速了传统民间美术的没落和消亡［１］２。现代教育的主阵地是学校，而课堂又是学校教育传播的主场；所

以美术课堂是传统民间美术延续和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教师是传统民间美术融入美

术课堂的主力推手。新课程改革鼓励教师大胆创新，转换教学思路，体验新的教学方法。在新的美术课

程改革下，传统民间美术无疑成为美术课堂有待尝试的新鲜血液。因此，将常德皮影戏文化进行美术教

育价值的重审，不仅是继承和发展传统民间美术，为传统民间美术“正名”的重要举措，而且也可以弥补

学校教育对传统民间美术的缺失，为学校教育添砖加瓦，促进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

１　融入常德皮影戏，使美术课堂充满活力
美术课一直以来由于不被重视，使得课堂教学老套、古板，课堂气氛没有活力。传统的教学模式是

教师一味的讲授知识技能，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这样不仅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也使学生不可能会

有创新意识。

常德皮影戏主要是以澧县皮影戏为主，作为一种活态的民间艺术形式，澧县皮影戏在剧本形态、剧

目内容、演出习俗与文化内涵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２］。基于这一本土资源，可以调动学

生的积极参与性让学生自己收集关于常德皮影戏的历史资料、艺术发展资料以了解其历史发展。还可

以以讲故事、做游戏的方式激发学生对于常德皮影戏的兴趣，播放有关常德皮影戏戏剧的视频，小组讨

论发言常德皮影戏与其他地区皮影戏的不同，从而使学生了解常德皮影戏的独特艺术特征。这样转换

教学模式，不仅使课堂充满活力，还能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

２　融入常德皮影戏，使学生参与更加自主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指出：美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３］。当代的中小学生在美术课堂中的自主参与能力明显不足，为了更好地鼓励他们积

极主动的参与课堂，可以立足常德皮影戏这一本土资源活用于美术课堂，激发学生自主参与的热情。

在认识常德皮影戏了解相关历史和现状之后，可以与学生共同参与制作简单的皮影戏。从演出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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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来看，澧县皮影戏多用牛皮或硬皮纸片雕刻成动物、人物和静景影像。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不局限于方

式方法，在制作材料工具、色彩搭配、人物形象特征等方面，可以让学生自由搭配，甚至可以用他们喜欢

的某种动画人物、漫画人物的形象作参考。这样不仅能够把握常德皮影戏的精髓也不失孩子的天性、兴

趣；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积极主动的参与，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可以不用局限于学校课堂的“围

墙”，带领学生参观访问民间皮影戏艺人，搜集相关的民间故事传说，直接感受皮影戏文化的魅力。还

可以利用情境教学的模式策划开展主题活动，让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团队合作，自由编排创作新的皮影故

事，并分配角色演绎新的皮影戏剧。这样既能使皮影戏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又可以再造传统，培养

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３　融入常德皮影戏，使学生产生兴趣全面发展
美术课应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兴趣为引导，让学生在兴趣中吸取知识和掌握技能，这样才能收

到最佳学习效果。通过笔者问卷调查发现８５％以上的学生表示对常德皮影戏十分感兴趣，但同样有高
达８０％的学生表示只是听说过常德皮影戏却并不了解。那么将常德皮影戏融入美术课堂就是课程改
革的需要，教师的追求，学生的呼唤。

常德地区选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每一课都有课后延伸拓展。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版块，让学生

在课后通过各种渠道（如：图书馆、博物馆、书籍、民间艺人、上网查找等）去挖掘、探究常德皮影戏的资

源。利用常德皮影戏这一资源拓展其深度延伸至更广阔的领域，使学生形成对常德皮影戏的保护意识，

促进学生文化素质的综合全面发展。让学生从身边真实感受到常德皮影戏的独特魅力，感受到艺术来

源于生活的本质。还可以尝试用不同的绘画种类（如：中国画、水彩画、版画、漫画、剪纸等）来创作常德

皮影戏，了解不同绘画材料的特点，创设兴趣的课堂气氛，培养文化创新力。

４　融入常德皮影戏，转变教学评价模式
传统的美术课堂评价教师往往会以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来判断一个学生学习成绩的优劣和一幅绘

画作品的好坏。新的美术课程标准改革提出了“三维目标”的教学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

与态度。其实学生掌握知识技能固然重要，但画面趣味性、创新性才是关键。教师在点评绘画作品时，

应当对这一块引起高度的重视，转换教学思路，切勿扼杀了学生的创新思维想象力。

一方面评价学生的参与过程，通过评价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参与性；另一方面通过各式各样的形式

方法展示校内校外学生作品，增加学生的成就感和自信心。建立学生美术学习记录档案袋：１）采取等
级制记录学生常德皮影戏学习情况；如从兴趣、技能、过程、态度等方面记载。同学、家长、教师参与评

价。２）作品评价：师生共同对每个阶段的优秀作品、获奖作品进行评价。３）采取学生互评方式，学校、
家长、同学、自己等方面综合评价。

常德皮影戏融入美术课堂将有力地促进美术教育的多元化与本土化，是体现新课程标准要求的有

效途径，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实践方式之一。常德皮影戏资源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视野，更是给我们的美术

课堂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在新课程改革的大潮下，谁都不想去做时代的淘汰儿。我们更应该借助丰富

的本土民间美术资源，使我们的美术课堂充满活力，更加自主，更加赋有乐趣。使学生在美术课堂中得

到文化素质的全面发展，让学生热爱家乡，热爱家乡的传统文化，提高他们的审美意识和创新能力。通

过探索尝试教育实践的方式，保护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这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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