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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间美术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满足自身的社会生活需要而创造的视觉艺术形象 ，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活

化石和博物馆 。民间美术的形式包括很多 ，有剪纸 、泥塑 、竹刻 、灯彩等 ，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 ，许多古老

的民间美术正濒临消失的境遇 ，尤其是泥塑的传承与发展更要引起重视 。目前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传承脱节的现状

必须改变 ，文化教育主阵地的中学美术教育教学改革迫在眉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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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过 ：“民间文化是一种母亲文化 ，

它是我们的根 ，融入了我们的血肉 ，给了我们情感 。”

２００５年 ，中国彩塑专业委员会成立 ，主要工作是抢救和
保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 ，挽救泥塑艺术的衰退与消亡势
在必行 。 ２００６年 ５月 ２０日 ，泥塑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要使下一代国
人了解 、热爱 、传承 、发扬泥塑艺术 ，学校如何做才能成
为这场文化学习的主阵地 ？

一 、转变传统观念 ，领会贯彻新课程改革理念
新课程改革下中学美术与社会学科课程改革标准

有如下要求 ：美术教育要“以学习活动方式划分美术学
习领域 ，加强学习活动的综合性和探索性 ，注重美术课
程与学生生活经验紧密关联 ，使学生在积极的情感体验
中发展观察能力 、想象能力和创造力 ，提高审美品位和
审美能力 ，增强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热爱及责任感 ，形
成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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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术教育强调了如下几个转变 ：从单纯注重泥塑技
法的考证到强调对事物观察能力 、想象能力和创造力以
及提高审美品位和审美能力的理解及解释 ；从强调泥塑
技法的客观性到重视泥塑研究者的主观性 ，即重视美术
研究者的主体感受 ；从强调美术学科的科学性到重视美
术学科的人文性 ；重视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 ，重
视在美术研究中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方法 。这
些重要转变集中反映了美术教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性
增强 ，更突出美术教学为社会服务的功用与价值 。因而
新的美术教学要密切联系现实生活 ，贴近学生生活实
际 ，使泥塑学习成为学生生活常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 ，体现“泥塑教学校本课程”的新方向 。

二 、加强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课堂教学是完成泥塑教学任务的最主要组织形式 ，

也是实施新课程理念的最主要渠道 。作为新课程改革
的实验场地 ，课堂教学必须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大胆
打破传统 ，摈弃传统美术教学的不足 。教师仍然是泥塑
专业知识的传授者 ，但知识传授不再是教师的唯一角
色 ，他们要从知识的传递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 、

合作者 、引导者 、参与者和指导者 。学生不再是被动的
接受者 ，就像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宰者一样 ，他们
是泥塑教学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与中心 ，他们不再只关注
传统技法知识的传递 ，而更关注自己的学习兴趣 ，在学

习中主动参与 、积极探求 、大胆质疑 ，体验泥塑的塑造过
程 。在教学内容上 ，注重把生活“拉进”课堂 ，积极从生
活中开发新课程资源 ；而后把泥塑延伸至现实生活中 ，

为我所用 。新课改下的美术泥塑课堂 ，将变成一个和谐
自然 、轻松有趣的“生活”一角 。

三 、把“日常生活”引入美术教育
泥塑课堂学习内容要贴近学生生活 。新课程标准

指出 ，美术教育主要是引导学生参与各种美术活动 ，尝
试各种工具 、材料和制作过程 ，学习美术欣赏和评述方
法 ，丰富视觉 、触觉和审美经验 ，体验美术活动乐趣 。因
此在泥塑课教学时 ，题材 、形式的选择表现上要留给学
生自由的空间 。

让泥塑教育走进学生生活 ，变生活为泥塑学习的大
课堂 。生活是教育的源泉 ，脱离了生活 ，泥塑教学就失
去创造的活力 。教师要开放课堂活动的空间 ，引导学生
走向自然 、走向社会 ，把公园 、田野 、村庄作为学习泥塑
的大课堂 ，在大自然中学泥塑 ，感受生活的五彩斑斓 。

可组织学生参观大型专业泥塑展 ，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
际 ，用泥塑课上所学的知识指导欣赏活动 。

四 、改善教学手段 ，提高教学质量
泥塑教学本身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点 。针对其特

点 ，可以通过播放音像资料增强教学内容的可视性 ，使
学生了解泥塑的人文和地域环境 ，增强对知识的对比性
理解 ，扩大学生的文化视野 ，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 。

２１世纪是“生态的世纪” ，应对本土文化加以保护和
研究 ，泥塑艺术的发展更需要高情感容量的环境 。作为
美术教学的教师 ，应立足课堂 ，努力为学生学习泥塑营
造良好的民间艺术氛围 ，以利于民族审美心理的渗透 ，

从而播下泥塑文化的种子 ，烙下泥塑审美情趣的烙印 ，

这样学生才能主动传承民间文化 ，实现民族文化的回
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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