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学前教育专业手工制作课程开设现状

学前教育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基础教育，承担着民族

教育的重任。手工制作课程是一门综合课程，包含绘画

能力、设计能力、动手制作能力的训练。该课程因具有

实用性和创新性而成为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重要课

程。高等教育本科阶段学前教育专业手工制作课程的

教学大纲明确指出，在教学中除了强调掌握手工制作基

本技能外，还要突出学与用结合的方法和学前教育专业

的特色，使学生能做到举一反三。现阶段的手工制作课

程主要包括纸工、布艺、结艺、陶艺、废旧材料再利用等

内容，主要是要求学生认识不同工具与不同材料，掌握

它们的使用方法，学习不同的工艺程序，制作不同形态

的手工作品，锻炼手的灵活性与协调性，通过练习提升

综合能力，能设计制作出不同的手工作品并将其运用到

各种教育环境创设与教学活动中。现在手工制作课程

教学使用的教材虽然不断修正和完善，但具体而言，还

是概念性、经典型的内容较多，部分教师还是重视技能

训练，忽视学生全面成长的需要，缺乏对学生个性化思

维的培养，导致学生创作的手工作品出如一辙。

二、地方手工艺融入手工制作课程的必要性

在学前教育专业的手工制作课程教学中，部分教师

仍沿用以往的教学模式，先讲授知识，再欣赏图片或让

学生实践练习，最后进行作品评价。在这样的模式下，

学生往往呈现出疲惫的学习状态，满足于学会并能够教

幼儿，导致这门学前教育专业中重要的专业课成为学生

学习之余的放松课。学生走进幼儿园工作才发现，无论

是幼儿园教学活动还是环境创设、区角创设，都离不开

手工制作，在学校所学的简单的手工技艺难以满足实际

工作需求。手工制作课程需要新鲜的内容，地方民族手

工艺以强大的亲和力、独特的个性、丰富的内涵成为培

养学生审美意识、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理想载体。地方手

工艺一般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且形式多样，是由广大劳

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是劳动人民为适应生

活需要和审美要求，自己创作、生产并使用、欣赏的物

品。地方手工艺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极

富民族内涵与民族特征的文化形式之一。学前教育专

业的学生作为将来的基础教育工作者，学习地方手工艺

能促进自身了解各项技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学习历史

积淀的民族技艺。通过学习，学生可以增强对传统艺术

的热爱和民族自豪感，也强化了振兴祖国传统艺术、发

扬民族特色、不断传承中华艺术的自觉性。这样，学生

在未来的学前教育教学活动中，才可能通过开展民间手

工艺教育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幼儿了解

地方民族历史、学习地方民俗文化、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三、地方手工艺融入手工制作课程的教学原

则

1.适应性原则

湘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生活着汉族、侗族、

苗族、土家族、瑶族等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民族

文化和特色手工技艺，如侗族织锦、苗族凿花等，这些手

工艺大多以花卉、树木、动物等题材表达思想感情，且与

民俗息息相关。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地方手工艺不可避

免地带有一些迷信甚至不健康的内容，所以教师在选择

教学内容时要注意选择积极向上的内容。

2.体验性原则

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

性。开展体验性学习，教师的作用就是使固定的、被动

的教材内容活起来。在民族手工艺术资源开发与利用

的过程中，教师要以学生策划活动、自主探究、切身体验

为基本要求开展教学活动，强调学生在活动中学习。

3.可操作性原则

开发利用地方手工艺的最终目的是应用于课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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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前教育专业手工制作课程是包含各种手工技艺的综合课程，学生如果孤立地学习剪纸、纸雕、布艺、

泥塑等技艺，制作出的作品就往往没有灵魂。把地方手工艺资源引入手工制作课程，不仅丰富了手工课程的教学内

容，也有效地传承了当地的传统手工艺，更是发展当地传统手工艺最直接的方式。该文作者以湘西地方手工艺融入

学前手工制作课程的教学原则和教学策略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践教学总结出在作品创作中体现地方手工艺的民族

元素、将地方手工艺和民间艺人引入手工课堂以及编制地方手工艺教材等教学策略，推动了该课程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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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因此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可操作性是检验其实用价值的重

要标尺。在实际教学中，可操作性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如学生的

情绪、时间、学校硬件等，对于这些限制，教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工作。

四、地方手工艺融入手工制作课程的策略

1.作品创作中体现地方手工艺的民族元素

手工制作的课题大体可以分为纸工、布艺、陶艺、绘艺、废弃

物再利用等。以往的教学孤立地针对每个课题进行工具材料的

介绍、工艺技巧的教学，而手工作品也是零散的、缺乏主题的，把

地方手工艺民族元素融入手工作品，使其不但有了主题，更具有

生命力。如，纸工这个课题下面还包括剪纸、刻纸、折纸、纸糊

雕、纸贴画、衍纸等内容，笔者改变了以往按部就班，教师教、学

生同时练习的方式，把这些内容缩短在几节课之内教完，然后引

入新晃侗族服饰的课题。侗族银饰的加工大体要经过吹烧、锻

打、镶嵌、擦洗和抛光五道工序，以家庭作坊内的男工匠手工操

作完成，这项精湛的工艺是世代相传的，每件银饰都独一无二。

在纸工课题的专业学习中，笔者希望学生结合纸工中剪、刻、折、

卷、切、叠压等综合方法，用纸制作一套具有凹凸立体效果的侗

族头饰、服装。在制作之前，学生首先需要构思并画出铅笔线

稿，形象设计要概括、简练且具有装饰性；然后选择不同材质的

纸张，针对头饰与服装部分采用不同的制作方法，如，头饰薄的

镂空部分用剪刻法，厚重部分用叠加或衍纸的方法，连接部分用

卷或折的方法。纸银饰的制作过程是烦琐且辛苦的，学生必须

掌握各种纸工技法并学会取舍和转化才能完成。分组合作制作

的方式使学生对此创作过程充满了兴趣和信心，学生不仅学到

了扎实的手工技艺，也对民族文化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2.将地方手工艺引入手工制作课堂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高速发展，一些地方手工艺日渐

没落，面临技艺失传、后继无人的状况。这些手工艺都具有明显

的地域与民族特色，承载着历史的传承和文化审美内涵，是优秀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湘西地区民族众多，民族风情浓郁。丰富

的非物质文化是五溪文化中极富魅力的部分。其中，手工艺部

分包括编制工艺独特的通道侗锦、花瑶族人世代相传的溆浦花

瑶挑花，还有会同民间手工竹编技艺、溆浦辰河纸扎、踏虎凿花

等。这些传统手工艺都有自己的工艺和流程，所用的工具和材

料也不同。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像侗锦这样需要机器设备的工

艺进入手工制作课堂有些困难，教师可以让学生走出去，通过课

外实地考察，向民间艺人学习。像挑花、竹编、凿花这样的手工

技艺则可以带到手工课堂。如凿花技艺，它是湘西地区独特的

剪纸艺术，这种剪纸不是用剪刀剪出来的，而是用刻刀凿刻完成

的，被称为“不用剪刀的剪纸艺术”。凿花的工具和技法与传统

剪纸虽不一样，但将其带进手工制作课堂是可行的。我们邀请

了泸溪县的凿花大师李铁骑老师来课堂现场教学。李老师讲授

了踏虎凿花的历史渊源和工具材料的用法，示范如何用刀、钉纸

钉，然后在蜡板上一刀一划地示范凿刻过程。尽管学生技艺不

太娴熟，学起来还有难度，但经过学习和练习都能凿出较精美的

剪纸作品。把地方手工艺引入手工制作课堂，不仅让学生对手

工艺的工艺特征和技巧进行了学习与传承，在此基础上，师生还

可以结合现代元素，用现代审美对传统手工艺进行再设计，使其

既保持地方特色，又具有时代感，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也可

实现产、学、研的融合。

另外，把地方手工艺融入手工制作课程教学，编制成教材，

在教学过程中以此教材作为主导，在教师教学之余，学生可以通

过教材对在课堂上没有掌握的知识进行补漏，教师也可以通过

教学实践，不断丰富该教材的内容，推动手工制作课程的建设、

发展。

结语

学前教育专业手工制作课程是包含各种手工技艺的综合课

程，学生孤立地学习剪纸、纸雕等内容，作品会缺乏主题。把不

同地区的民间手工艺纳入手工制作课程，不仅丰富了该课程的

教学内容，也有效推进了民间手工艺基础教学的发展，更有利于

培养师生对本土文化的情感。当然，对地方手工艺课程的开发

刚刚开始，还需要教育者不断改进和丰富，这样才能开发出优秀

的地方手工艺课程。教育的永恒主题和使命是文化的传承与人

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受到考

验，同时凸显了教育的社会责任。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文化得

以传承，才能保持文化的活力。

注：该文系怀化学院教学改革课题一般研究项目“学前教育专业手工

制作课程的地方手工艺教学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20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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