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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术知识与具有特殊价值取向的文化关系密切,所以在美

术知识向美术课程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门坎。本文阐述美术课程教学对文化繁荣发展面临的困境,以及提出解决问题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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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意义 

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

量。然而,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文化。美术知识就是特殊的文化,它是推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人的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美术课

程教学的意义,就是要通过基础教育对中国的优秀文化进行传承,来帮助

人们更好的成为一名高素质的人！ 

第一,美术课程教学带领人们走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

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动力。经典的文学、美术、音乐、宗

教,引领人们向往新的生活。南齐绘画理论作家谢赫在《画品》中提到：

“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早在中国的魏晋南

北朝时期,谢赫就阐述了绘画是提高人们审美能力的、教诲人民的、记载

历史兴衰的。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

都城汴京街道纵横、店铺栉比、车水马龙的热闹现象。然而,同时期的西

方处于一个蛮族侵略的战争常态,强者征服弱者的状态,当时有人说：“世

界只是一个残暴与淫乱的魔窟。”这一时期的西方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处

于这同时期的中国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清明上河图》再现了北宋时

期中国的繁荣昌盛景象。所以,我们要分析、领悟中国优秀作品,身为华夏

儿女,更要建立民族自豪感,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 

第二,基础美术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应不负使命担当,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弘扬中国优秀的文化是每位中华儿女的责任,优秀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它为后人指明了方向。如中国的孟

夫子的道德思想“持志养气”、“动心忍性”、“存心养性”、“反求诸己”；

李世民的爱民思想“虚心纳谏”、“广言开路”、“轻徭薄税”；中华民族的

传统孝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需要我们弘扬,我们要把这些传统的优秀文化变成美术语言,通过美术的

基础教育来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2 传统文化在美术课程教学中实施的困境 

第一,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有些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消逝在人

们的视野。进入21世纪以来,“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成为国家文化发展

战略高度。学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领地,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走进校园,

走进美术课堂,让民间美术体现出民族智慧结晶、国家的意志。虽然国家

颁布了一些相关文件,要求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中小学美术教材,以

更好的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但是,它离我们相距甚远,如何将传统民间美术

与现代社会接轨？如何将传统民间美术在美术教学中施展开来？如何让

民间美术契合学生的心理、兴趣？这尚未解决。所以我们要对民间美术文

化建设发展、利用中国民间美术建设美育还要进行深度探究和思考。 

第二,各地区教育主管部门保障不足。美术教育家尹少淳说过：“人生

活在两个空间,一个是自然空间,一个是文化空间,自然空间是人生存的空

间,也是文化形成的空间,文化空间直接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念。”近年来,

一些城市为了更好的开发旅游资源,“城市代言人”就成了各个城市竞争

的焦点。山东、安徽两省三地的官员为了争夺《金瓶梅》的男主角西门庆

吵得不可开交。尽管西门庆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是个恶棍、流氓,却被山

东、安徽三地官员视为珍宝,这样的一个人何以建设城市形象？何以发挥

育人功能？何以塑造文化人格？这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美术教师的教学技能有待提升。课程论教育专家杨向东提出一

个概念“个体在面对复杂的、不确定的现实生活情景时,能够综合的运用

学习方式所孕育下来跨学科的学科观念,分析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所以,对于当代美术教师不仅仅要掌握美术学科文化知识,还要掌握多重

文化知识。不研读文章,就没有多方面的文化素养,以至于一线美术教师的

教学思想往往还停留在旧的教学模式上。这些美术教师总会流露出这样一

些观点：只需要对教材照本宣科,让学生掌握一些美术理论知识和简单技

能即可。中国课程从2015年开始进入了“核心素养时期”,这一时期的出

现,为国家的教育指明了新的方向。“美术核心素养”的提出是为了培养学

生“立德树人、以美育人、认识文明成果、坚定文化自信、激发想象力和

创造力等素养。”学习美术并不是完成教学任务,而是帮助学生提高生活品

位,以更好的适应未来生活。 

3 中国传统文化在美术课程教学中发展的对策 

第一,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基奠,我们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守

正和创新。什么是优秀文化？什么样的文化才能引入到美术课程之中、进

入我们学生的美术课堂？所谓优秀的文化就是人类在生活中创造的、经过

长时间的积累得到传承的、流传至今的、使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价值体。

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要传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促使社会进

步、并不都是积极的、有部分文化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痛苦。例如：《二十

四孝图》中的愚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寸金莲”、清末民初中国国民

的劣性等,这些文化、制度压抑人性,摧残着人们的身心。这些文化不符合

人性,所以我们要对这些文化进行守正和重塑,尤其是中国闭关锁国,外国

列强打开中国国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在中国文化

遭遇西方文化之后,中国许多爱国人士提出了思想主张来守正我们愚昧的

传统文化,如孙中山颁布废除妇女缠足、男士留长辫的陋习,鲁迅先生拿笔

作为枪杆,写出了《孔乙己》、《祝福》、《药》等小说,借文章来讽刺当时人

民国民性的劣性。在当前的教育中,我们要教育学生对不良的文化进行与

重塑。在美术课程中,如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鞋式纹样、欣赏《二十四孝

图》、古代青铜器时,美术教师再给学生讲知识的同时,也要串联“三寸金

莲”、殉葬和愚孝的故事,来告诉学生这些文化是畸形的、非人道的。所以

我们所接受的文化是符合人性的文化。 

第二,教育主管部门要大力推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渗透于学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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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这就要对于文化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加以设计,从而进行更高层位

的思考。所以教育主管部门要因地制宜,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与当地特有

的文化特色,编写成美术校本课程。笔者所在的研究生院校位于山西省临

汾市,所以对临汾市的自然历史颇有了解。四千三百多年前,尧在这里建都,

临汾也因此被誉为“华夏第一都”,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色,例如：城市、农

村、建筑、地方艺术等。对于城区——尧都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临汾城

内,果树成荫、花香四溢,因此临汾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为了

发展经济,临汾的环境越来越差。前几年,临汾的空气质量在全国位居倒数,

“花果之城”逐渐变成了“污染之城”。对于城区校本课程内容的开发,

对于小学生,教师可以借助手抄报、绘画、纪录片欣赏的形式来呼吁学生

们保护环境,守护家园,激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对于中学生,教师可以适

当的引用景观设计的基础知识,让学生使用专业设计工具马克笔,发挥自

己的想象、创新能力,为临汾再次规划未来的“花果城”；对于农村,分布

着猿人遗址、古代人类的文明,特别是青铜器时代在平阳大地绚烂绽放。

对于临汾的古文化更要编进美术校本课程中,让中小学生学习当地的历史

文化知识,同时也要激发中小学生身为临汾人的自豪感,更多的是要利用

当地的旅游资源,带领学生参观当地的博物馆、猿人遗址、祠堂寺庙,让学

生实地考察,更好的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对于地方艺术——

木版年画、蒲剧、锣鼓,中小学校可以开设兴趣小组或者社团培养学生的

学习兴趣,对于高等院校可以设置相关专业利用当地的文化优势,打造学

科一流专业。 

第三,提高美术教师的教学技能。作为一线教师,美术教师应该博览群

书,将美术课程文化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尹少淳在《尹少淳谈美术教育》

这本书中提到：“语文、历史、美术、音乐能够提供和提高国民的人文素

养,其中语文、美术、音乐还能提高国民的审美和艺术素养。”其一,美术

课程文化与语文课程文化相结合。王维唐朝著名诗人,同时也是主要的水

墨山水画家,他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元代著名的文人画画家赵孟

頫提出了“书画同法”的艺术主张,这都是体现出诗与画的完美结合,在教

育中,实行图文并茂,让学生融入图片的情境中,从而让学生学习文化知识,

还能培养学生的情感,语文和美术教学相结合,将两科起到互补作用,让学

生更好的学习。其二,美术课程文化与音乐课程文化相结合。音乐是一种

情感的释放,学习音乐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减轻人们的生活压力,在美术

课程中渗透音乐会让学生产生不一样的感觉。如我们在上《剪纸》这一课,

我们可以插入陕北民歌《赶牲灵》,通过音乐,可以让学生感受到陕北农民

生活状态,让学生感受到陕北农民对生活的向往之情,这样可以激发学生

的丰富的想象力,为接下来学生的剪纸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三,美术

课程文化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美术课程也要

随之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要与时俱进。如教师在上美术课可以运用多媒

体的教学方式,这样的教学解决了只有美术书本的单一形式,满足了学生

的听觉、视觉的感官。这样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给予美术教师多种选择,

更能满足美术教师进行更多的教学设计,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

学生学习效率。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气、神,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建设自己的学科课

程,这直接关系到育人的效果,关系到国民素质的表现,我们要杜绝将有害

文化编进我们学生的美术教材里,在课堂中,教师也要选择一些符合人性、

健康、文明、经典的案列作为教学的依据,让美术课程变成一门引领学生

探索、发现、求知、创新的课程,杜绝文化的盲目性,避免将劣质、低俗的

文化带到学生的美术课程中,用美术教育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知识素养,

健全学生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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