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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间美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是光辉历史沉淀性下的智慧

与勤劳的结晶，展现出历史文化底蕴与民族特色，如我国的四大年画、剪纸艺

术、皮影戏等。若将这些民间美术与少儿美术教育结合起来，为发展与传承中

国民间美术与美术文化起到积极作用，也让更多的人重视与发展民间美术，弘

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此，少儿美术教育对民间美术历史继承与发展进行分

析研究具有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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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些民间美术面临着消亡，国家也对此出台文化保护措施进行抢救。但

是，保护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需要继承与发展，使得民族发展积淀下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继续传承，并与时代发展的特点相结合，彰显其民族魅力。

少儿阶段正是成长的关键阶段，也是进行美术启蒙教育的关键阶段，通过少儿

美术教育融入民间美术，是培养少儿获得艺术感知与民族文化自豪感的基础。

对此，充分发挥民间美术的教育功能，使得民族文化得到有效保护非常必要。

一、民间美术的传承与教育意义

民间美术是构成民族传统美术形式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

积淀下来的灿烂文明与智慧成果，是一切美术形式发展与创造的源泉。经济发

展的同时，并不是意味着艺术文化能够与时代同步，新的文化形式冲击着传统

民族文化，使得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职业技能、价值观念、审美意识

或知识结构发生转变，使得民间艺术文化形式受到威胁，民间艺术形态呈现出

衰退的趋势，尤其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如此，中国民间美术创造主体因

社会心理变化有所萎缩。对此，面对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的消亡形势，国家应出

台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措施，继续发扬与发展传统文化艺术形式。

具体来讲，将民间美术与少儿美术教育充分融合在一起，美术是记载与传

播艺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以独特的方式传递人们的情感与艺术造诣。美



术教育能够提升少儿的修养，还能陶冶其情操，丰富其情感、开发智力，对培

养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将民间美术与少儿美术教育进

行结合，从教育发展形势上，民间美术没有得到文化教育的重视，教学内容缺

乏丰富性与创新性。而少儿美术教育对促进学生的审美情趣、审美意识、创造

能力与观察能力有积极地教育作用，为少儿今后的核心素养的形成，及其自身

发展都有帮助。不仅如此，少儿美术教育融入民间美术元素，是对逐渐趋于弱

化的民间文化一种传承与发展[1]。

二、少儿美术教育对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路径

民间美术除民间组织或政府对其进行保护外，还需要联合教育途径进行民

间文化的全面普及，使得人们更加重视、尊重与发展民间艺术文化，进而能够

投入一份热爱，与时代接轨，创新发展民间美术发展的新形势。少儿美术教育

的实施形式，是影响少儿阶段素质教育、启蒙开发与培养人才质量的具体途

径，结合少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合理安排非遗美术文化走进美术课堂，积极探

索与研究适合少儿的美术教育模式。如组织少儿体验非遗手工制作与民间美术

造型，鼓励他们发挥想象力进行手工创造，提升其审美与创造能力，更重要的

是在做手工中逐渐形成民族文化自豪感与艺术感知力，体会劳动的乐趣。不仅

如此，少儿美术教育过程中，教师要选择多元化且灵活的教学方式，如手工制

作、绘画、陶瓷工艺等，逐渐产生对民间美术的认识。而在选择教学资源上，

教师还要筛选出一些符合少儿认知水平，以及具有民族文化精神的民间美术资

源，能够调动少儿的学习积极性，并能够扩展他们的视野[2]。可以说，民间美

术的民族特色与地域性特征较强，可根据地域或乡土文化的差异性，选择本地

区丰富的民间美术题材或资源，将其融入到少儿美术教育中，可行性会更高。

潜移默化地影响少儿的民间艺术文化，构建一个良好的民间美术文化氛围

是关键。为营造一个良好的美术教育氛围，教师可以在班级内组织学生布置文

化活动场景，让学生们能够随时随地看到非遗民间美术艺术品，选择这种方式

能够让学生在生活中便能够感知到非遗民间美术的艺术魅力，培养少儿对美的

理解，更好地体会美术艺术，进而引导学生通过细心观察，塑造其对美好事物

的向往感受。如教师可以在班级或校园内贴上剪纸、年画，摆放陶泥等民间特

色艺术作品，以及在传统节日布置班级、走廊等地方，在墙上贴上学生自己制



作的染纸、灯笼、年画等，促使学生们亲身感受到传统民间美术的创造过程，

体验其中的乐趣，同时渗透一些民族文化与多元化的美术艺术形式。

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注意教学方式，选择以引导式、活动式方式为

主，在美术动手实践中发现民间美术的内涵与美感。上课时，美术教室可以为

学生们提供更多地活动时间，如讨论花纹样式、花灯颜色或款式、面具的团、

年画的大小等，并组织学生对其进行讨论，让学生们亲身参与并能够感受到非

遗民间美术的表现手法，从中了解到色彩与形状的搭配方式，如皮影艺术，面

塑的装饰方法。并且，教师还可引导学生模仿皮影样式图案，从模仿开始并能

够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地进行画画，鼓励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制作经验与想

法，提升学生们的语言表达、审美能力。在此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尊重学生们

的想法，以及对美术的理解与表达，通过一系列民间美术活动，在感知民族艺

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体会从劳动中收获的快

乐与自豪感[3]。学生们亲手制作的民间美术工艺品，可以进行表演或者展示，

这样，也能促进学生感受到美术制作后的喜悦之情，更加愿意参与这种美术活

动，逐渐有了学习兴趣。

结束语

总而言之，非遗民间美术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形式，作为中华传统文化

的继承与发展的新一代，有责任、有义务继续保护与传承。科学技术的快速发

展，国际交流愈加频繁，文化冲击现象越来越严重，传统文化形式偏离了本

质。对此，我们应该培养国际化眼光的同时，还要回归民族文化的本质，保护

民间美术，创新发展民间美术的新形式，与教育相融合，振兴民间艺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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