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

步，大数据时代下的数字艺术

正日益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

徐州作为汉文化的发源地，有

着丰富的汉文化遗存。将汉陶

文化融入数字美术教学活动，

以此开发、整合美术课程与教

学活动，可为地方文化资源注

入一股新的活力。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第一，丰富学生的情感体

验，传承传统文化。开展以“印

象汉陶”为主题的数字美术课

程，有利于促进学生了解地方

特色文化，感受汉陶文化的历

史文化价值，提高学生的文化

素养。本研究尝试将汉陶文化

融入数字美术教学活动，使学

生结合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

创作出富有汉陶文化特质的数

字美术作品，从而树立发展、创

新传统文化的新志向。

第二，开阔学生的美术视

野，提高其综合能力。开展以

“印象汉陶”为主题的数字美术

课程，可以极大地丰富美术教

学活动，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使美术教学更加鲜活

和多样，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审美情趣和创新意识。同时，

融入汉陶文化的数字美术教学

可以实现多学科融合，促进学

生综合运用美术、历史等各学

科知识进行鉴赏、创作和展示，

表达学生的情感和思想，培养

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

艺术修养。

二、以“印象汉陶”为主题的数字

美术课程设计及策略

徐州是汉文化的发源地，有着丰富的

汉文化遗存。徐州汉兵马俑作为徐州“汉

代三绝”之一，以鲜明生动的形象、简单夸

张的技法、深刻的人文精神，体现出深厚的

文化底蕴。教师应充分挖掘地方文化资源

并进行教学转化，将鉴赏与创作、传统与现

代相统一，实现学校美术课程的创新发展，

引发学生对汉陶文化的传承与思考。

1.课程设计思路

首先，采取馆校结合的学习方式，引导

学生从美学、文化等角度欣赏汉陶，感受汉

陶艺术独特的艺术魅力，并利用数码相机

等数字设备选取自己喜爱的汉陶进行影像

采集。其次，围绕“印象汉陶”主题，学生以

合作学习的方式掌握简单的泥塑形象制作

方法，并根据自己创作的泥塑作品形象构

思一个简单的故事情节，在教师的协助下

完成定格动画制作。最后，学生展示自己

创作的定格动画数字美术作品，分享自己

在美术创作过程中的收获与心得，诠释对

汉陶艺术意蕴与价值的理解，并邀请师生

评析作品，与师生进行多角度交流讨论。

2.相关教学策略

从教学方法的角度看，将徐州汉陶文

化与小学美术相整合的数字美术课程，可

使学生打破固有的学科界限，综合运用多

学科的知识，将美术知识学习融入主题教

学活动。教师通过馆校结合的学习方式，

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走近汉陶，在具体的文

化情境中，使学生进一步从文化角度认识

汉陶，注重引导学生从多元角度解读与阐

释汉陶作品的造型特点、美学特质与文化

内涵，理解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和深层意涵，

提高学生的人文精神。教师进一步通过定

格动画艺术创作融会贯通多学科知识，调

动学生美术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产生浓

厚的美术学习兴趣，发散创意思维以表达

思想情感，提高运用知识与技能的能力，使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能力得到提

升。

教师应从教学评价的角度出发，构建

多元的评价体系。在徐州汉陶文化与小学

美术相整合的数字美术课程教学活动中，

教师不仅应注重对学生的知识技能、艺术

能力的评价，还应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实际

体验结合起来，注重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情

感体验、人文素质等方面的评价。在以“印

象汉陶”为主题的数字美术教学活动中，通

过作品展示会、建立数字美术学习档案袋

等评价方式，不仅可以深化学生美术学习

的过程和成果，使其掌握运用视觉元素语

言诠释创作定格动画美术作品的基本方法

以表达思想感情，使学生分析与反思数字

美术和传统文化间的关联，增强其对传统

文化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使其更深入地理

解地方汉陶文化，还可以使学生了解现代

数字媒体技术对艺术、学习和生活的影响，

提高自身的数字媒介素养与创造力，以增

强学生的交流、协同合作等迁移能力。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也。从师资队伍水平角度分析，教师的专业

素养无论是对学生的发展，还是对美术课

程教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教师应紧

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

特别是加强自身的数字美术素养，通过讲

座、培训、学术交流会、动画工作坊等多种

形式，提高数字美术创作能力。同时，可采

取“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邀请校外优秀

教师、名家走进课堂，以不断加强教师间的

交流，促进教师相互学习、分享经验。此外，

教师要树立科学的教学评价理念，强调对

自身教学行为的评价，记录下自己在教学

活动中的各方面感悟，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三、研究结论

开展徐州汉陶文化与小学美术相整合

的数字美术课程教学，为传承、创新汉陶艺

术寻求了新途径，展现了地方文化的特色

与魅力，实现了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使学生

的视觉素养、媒体素养等21世纪必备的核

心素养得以发展，增强了学生对地方文化

的认同感，对继承、保护和创新传统文化具

有重要作用。

注：该文系江苏师范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科

研创新计划一般项目“培养小学生数字素养的美

术统整课程与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016YYB003）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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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旨在探究徐州汉陶文化与小学美术相整合的数字美术课程与教学，借由传统文化与数字美术的“对话”，

打开地方文化资源课程开发与利用的新视角，从而为推进学校数字美术教育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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