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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对学生的人文积淀和人文情怀、艺术表达和创意表现、问题解决和创

意物化等方面均提出了要求。本文基于地域性的闽南文化传承需求,针对将蕴含文化底蕴的“艺”通过

现代化信息化的“术”来表达的教育教学研究总结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进行交流分享,尝试融合信息技术

学科中的编程动画制作和美术学科的陶艺制作,探寻适宜小学教育的闽南文化传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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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6年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研究成果中提到,“文化是人存在的

根和魂”,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积淀和人文

情怀。基于笔者所在的厦门地区区域文

化特点,历史悠久、特点鲜明、内涵丰富

的闽南文化是非常适合也很有必要在对

学生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进行渗透和传承

的。文化的传承往往需要借助艺术的力

量,如果将蕴含文化底蕴的“艺”通过现

代化信息化的“术”来表达,也许可以给

与闽南文化的传承增添一些新的活力。

因此,笔者通过教育教学实践,尝试融合

信息技术学科中的编程动画制作和美术

学科的陶艺制作,探寻适宜小学教育的

闽南文化传承之路。 

1 闽南文化推广教育现状 

近年来,厦门有一些小学尝试对闽

南文化进行了一定的推广教育。王跞老

师于2020年对厦门市小学推广闽南文

化的现状,开展了针对学生群体和家长

群体调查问卷,根据分析结果来看,学

生群体总体对闽南方言的熟悉度、掌握

度中等,对闽南戏曲的了解和理解程度

低,对闽南文化的学习兴趣较高,家长

也大多表示支持[1]。由此可见,在学校

教育中传承闽南文化有较高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 

笔者进一步通过对闽南文化传承和

小学教育相关主题的文献研究后发现,

目前在小学教育中探究闽南文化传承方

法和途径的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

研究主要立足于闽南文化与美术、音乐

和语文学科的融合策略。比如在美术教

育中结合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如古桥、古寺庙、石雕等[2]；比如开展

“戏曲进校园”的实践活动,在音乐课堂

中引入闽南方言、童谣、高甲戏、答嘴

鼓等闽南民间音乐[3]；再比如在语文教

学中,带领学生了解和闽南文化相关的

故事传说[4]。学生在这些活动中,对闽南

文化的学习更多的停留在认识、了解、

欣赏阶段,少数达到模仿演绎阶段,鲜少

挑战创作阶段,更不用说用信息技术手

段工具进行作品创作。 

借力信息技术来促进闽南文化的推

广和传承虽然在学校教育领域还较少有

人涉及,但在影视动画商业领域,已经有

了一定的创作研究起点,国家“十二五”

规划鼓励国内动漫企业摸索出一条符合

国情、弘扬传统文化的动画创作之路,

但目前存在表层民族化重说教,缺乏娱

乐性和创新意识,人才缺失等问题[5]。因

此,如果能在小学教育阶段,以学生能够

并乐于接受的方式,将闽南文化与动画

创作进行融合,不仅能带来源源不断的

创作灵感,更能促进闽南文化资源的传

承与发展、促进人才的培养。 

2 基于学科融合的教学研究 

在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稀缺性和

必要性兼备的现状下,笔者与课题团队

展开了《运用陶艺小动画传承闽南文化

的研究》,将陶“艺”与动画制作技“术”

进行融合,通过让学生亲历以闽南文化

为题材的陶艺动画的创作过程,让学生

既能提高对闽南文化的兴趣与理解,又

能提升以数字化创新与计算思维为核心

的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素养,学生自主创

作出的闽南文化动画作品还可以进一步

分享给他人,为推动闽南文化的推广贡

献一份创意。 

在教学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和团队

带领社团学生,围绕《闽南文化小动画》

大主题,按序开展了“闽南文化调查交流

与分享”、“闽南文化小剧本创作”、“闽

南文化陶艺创作体验”、“闽南文化陶艺

动画趣味编程”、“闽南文化小动画新春

庙会展播”等一系列环环相扣层层推进

的实践创作活动。本文重点就“闽南文

化陶艺动画趣味编程”的部分开展方法

和策略进行研究探讨,具体包含以下几

个要素。 

2.1文本资料的收集 

在此过程中教师们引导学生积极地

收集和整理相关的文字资料、图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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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视频等,进行汇编整理。筛选、整理

和加工,挑选出学生喜欢并乐于接受的

文本资料民间民俗故事。 

资料的收集对于小学生来说是具有

挑战的任务,通过多种尝试,社团学生最

终总结出资料收集的几种方式。 

(1)到课外书中收集。选择书店或图

书馆作为文本来源,通过购买或借阅闽

南文化相关书籍,进行收集。 

(2)到网络中查找。网络是现代社会

的人们最喜欢用的东西了,到网络上收

集资料是最容易的,也是最便捷的,收集

资料的范围很广,有文本的,也有图片,

视频,资料也是最好用的,查找到以后可

以下载打印,十分方便。在网上可以随意

查找自己需要的材料和信息。达到足不

出户,便可知天下事。 

(3)到生活中寻找。生活就是一本包

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只要留意,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在闽南语区,厝边榕树下

喝茶的阿嬷、阿公就是行走的闽南故事

书,而那些地道的故事就是由他们口耳

相传。 

通过对文本资料的收集、整理、汇

编,学生们“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得以

提高,学生学会自己收集资料和按一定

的方法整理资料的基本能力,以适应未

来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需要。 

2.2故事剧本的改编 

动画剧本创作不仅在于让学生学

习写作技巧,它具有思想性、智慧性和

艺术性等特点,特别在培养学生的创造

力、表现力方面有着其它艺术表现形式

替代不了的作用。它要求学生细心品读

文本资料,从中提取具有思想内涵与情

趣的创作素材,进而运用发散式的创造

性思维进行多角度的创意构想,从中找

寻最佳的表现点,从而创作出具有思想

性与艺术表现力的动画剧本,以此提高

欣赏与思辨能力。不仅能使学生在创作

中感受闽南俗语的智慧,也能让学生获

得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放松,进而在幽

默的氛围中分辨真、善、美与假、恶、

丑,由此逐步促进他们良好人格品质的

形成。将文本资料改编成动画剧本有机

结合,不仅能丰富活动的内涵,也能最

大限度地发挥动画的教育功能,还能深

入地挖掘闽南本土文化的特色。将文本

资料经过改编、重新排演动画剧本。因

此,依托学校开展动画剧本创作表现闽

南俗语的教学实践活动,不但对学生的

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进

一步推动新课程改革,深化素质教育和

弘扬地方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动

画剧本活动中,学生们经历了角色塑造,

情节创作后,能明显看到他们思考问

题、语言表达、合作交往等方面都有了

很大的进步。 

2.3角色与背景的设定 

为了让动画作品能够更有真实感,

笔者团队鼓励学生采用真实的照片作为

动画作品的各场景背景,比如故事中涉

及到街道、公园、家庭等场景,学生就可

以利用相机拍摄自己生活中能满足剧情

需要、凸显闽南文化特色的景观,比如中

山路两旁的骑楼街景、挂着富有闽南特

色的美食小吃招牌的街景、树荫下亭子

里阿嬷、阿公、叔叔、阿姨三五成群围

成一桌一桌泡茶聊天的公园园景、有着

燕尾脊和山墙特色的古厝村景等等。这

样既能在动画作品中很好地呈现真实的

闽南文化地方特色,又能给与学生一个

用发现的眼光寻找并体悟生活中因习以

为常而被忽视的文化渗透所孕育出来的

生活细节。而在人物角色和道具方面,

则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小小的“摄影棚”,

学生可以将陶艺制作的人偶摆拍成需要

的各种动作然后拍成照片,还可以拍摄

故事中涉及的闽南文化特色物品,如中

秋博饼时的色子、闽南小吃茯苓糕土笋

冻等等,然后利用图片处理软件进行抠

图,作为动画编程时所需的人物和道具

角色。虽然由于学生的经验问题,初期会

出现由于拍摄角度、光线等原因影响照

片效果、抠图技术不够熟练导致角色边

缘有时有毛糙等不足,但学生对闽南文

化的认识、了解和情感在无形中得到深

化,综合实践能力和数字化创新能力得

到了提升。 

2.4动画编程与输出 

基于小学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力基

础等方面的实际学情,本次活动组织学

生采用编程猫图形化趣味编程平台实

现动画的创作。之所以选择编程猫软件,

是因为它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简单直观

地进行编程,具有操作简单易学、指令

丰富的优点,贴近学生的认知水平,而

且学生创作的作品可以直接发布在平

台搭建的网络社区中与他人共享、交流

评价[6]。因此,学生能够方便有效地将

本次活动创作的闽南文化主题动画作

品通过分享到网络社区中促进闽南文

化的推广。 

在闽南文化主题动画的编程制作过

程中,有三个策略可以提升动画的整体

效果。 

(1)巧用造型切换,增加动态效果。

在编程猫软件中,除了可以让角色上下

左右移动和旋转之外,还可以通过切换

同一个角色的不同造型来实现不同的动

作效果,不同的造型可以表现人物角色

不同的动作、不同的表情,可以实现细节

上的处理。这样,在整个动画过程中,人

物角色就可以配合剧情需要、台词内容,

做出灵活合理的视觉动态,比如在人物

角色说话的时候,可以同时设计一些如

手势变化、身体晃动、点头摇头转头、

表情变化等等效果,增加作品的真实性

和灵动性。 

(2)灵活配音配乐,提升听觉效果。

动画作品要吸引人,需要在良好的视觉

效果作为基础之上,辅以能烘托剧情氛

围的音乐效果。学生在编程过程中,一

方面可以精心挑选一些符合主题的闽

南童谣歌曲(读册歌)等作为背景配乐,

比如以闽南传统游戏为主题的动画作

品,可以选用《放鸡鸭》,以闽南传统节

日为主题的动画作品,可以选用《二九

瞑》等等；另一方面由于编程猫平台便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5 

Education Research 

捷的录音功能,学生不仅可以自己录制

台词为动画作品里的人物配音,还可以

邀请自己会讲闽南语的家人、朋友配音,

甚至可以兼顾不同语言能力的受众,制

作闽南语版(搭配台词字幕)和普通话

版配音的动画作品。在给动画作品配音

的过程中,一些原本不怎么会说闽南语

的学生借此机会向会的同学或者家人

学说闽南话,从一开始的磕磕绊绊笑料

百出,到后来的大方自信,教的学的都

觉得趣味十足,还有的根据剧情需要把

家里的爷爷奶奶请来为动画里的老人

角色配音。在动画制作的过程中,不仅

促进了闽南文化的交流传承,也拉近了

情感的距离。 

(3)融合游戏思路,创造互动效果。

传统的动画作品观众是只能欣赏的,但

有的学生结合自己做游戏编程的经验,

在动画作品中加入了一些合适的互动游

戏环节,比如闽南中秋博饼主题的动画

作品,就可以加入让观众操作参与掷骰

子看看能搏到什么彩头；闽南传统扔沙

包游戏,可以让观众操作比比谁扔的更

远。游戏化的思路,可以激发观众的交

互感从而有效提升对欣赏动画作品、乃

至对了解闽南文化的关注度和兴趣值,

对传承和推广闽南文化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 

3 成果与展望 

历经将近两年对融合美术陶艺和信

息技术动画编程的教育研究和实践,学

生团队最终自主创作完成了多个闽南文

化主题动画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多个渠

道进行分享和展示交流,包括网络社区

空间的上传分享,结合本校新春庙会活

动面向全校师生进行滚动式LED展播,以

及参加区市级电脑作品创作比赛并获奖,

收获了多方的关注和肯定。虽然这些学

生陶艺动画作品仍存在不少可以继续提

升的空间,但迈出的这一步尝试,不是终

点,而是今后继续努力的起点。相信,文

化的魅力,在“艺”与“术”融合的助力

之上,定还能激荡与绽放更加精彩、意料

之外的涟漪与绚烂。 

[课题项目] 

本论文作为课题《运用陶艺小动画

传承闽南文化的研究》的成果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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