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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美育不仅仅是写写画画这么单一，更重要的是美育课程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美、爱

好美和创造美，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阆中门神画民俗文化融入小学美育课堂，

可以拓宽小学美育的教学内容，弥补资源不足、教学方法单一的不足。本研究采用问卷法、访

谈法、文献研究法和观察法，深入了解当前南充市部分小学阆中门神画民俗文化融入美育的现

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发展性对策。通过调研发现在民俗文化融入小学美育的过程中

的存在美育师资队伍薄弱、各方缺乏对乡村小学美育的认识、乡村小学美育的环境有待改进及

乡村小学美育评价功利化等不足，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原因分析。借鉴阆中门神画融入到乡村

小学美术教育成效较好的案例，从师资队伍建设、更新各方对美育的认识、美育环境创设以及

评价体系的完善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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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其中，美术教育是一种审美教育,能培养人感知美、鉴赏美和

创造美的能力，在中小学基础课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前，在乡村接续全面振兴的背景下，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果,基础条件大为改善。然而,乡村

小学的美育现状并不乐观。因此，加强乡村小学美育建设显

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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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阆中门神画文化融入乡村小学美育的时代价

值

“阆苑风景驻仙霞，彩绘门神百千家。吉光瑞彩护重门，

街巷閤闾美如画。”阆中门神画是川北民间艺术的一枚瑰宝，

如同熠熠生辉的宝珠，镶嵌于古城阆苑，让城市焕发出古朴

的艺术美、形象美、精神美等价值，传递出浓郁的历史文化

气息。因此，对将其融入小学农村美育进行策略研究,对小学

生审美欣赏能力、情感理解能力和感受能力的提高有着重要

意义。在小学阶段培养起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感,培

养小学生欣赏美和感受美的能力,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

界观,在未来的发展中树立远大理想,养成完善人格。

（一）加强美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阆中门神画是我国一项古老的民间艺术，在清朝由外来

引入，历史悠久，传递着深刻的非遗文化创作精神，与此同

时，它作为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表达了人民群众祈福避

祸的美好愿望。农村小学美育充分利用这一充满乡土味的宝

贵教育资源，将其落融入到日常教学教研活动中，不仅有利

于培养小学生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品格，还能推进农村教育

振兴，对乡村振兴起到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二）丰富学校美育资源

将阆中门神画文化融入小学美术课程，使得教学活动充

满了浓厚的非遗文化艺术氛围，体现了美术课特有的文化性、

艺术性，实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赋予了美

育课程民间艺术、美术欣赏与表达以及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

例如阆中门神画中直观的形象对小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可

以运用到美术欣赏课中，丰富小学生的美育学习资源。教师

和学生的门神画创作作品可在校园举办美术创作展，多元化

的发挥门神画创作的校园美育功能。

（三）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小学生处在美育教育的最基础也是最关键阶段，将阆中

门神画创作融入小学美育课程，不仅对提高学生审美水平、

培养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塑造美好心灵有着重要作用，

还有助于学生身心健康，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培养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为学生以后的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

二、阆中门神画文化融入乡村小学美育的现状及

存在的问题

（一）美育师资队伍薄弱

一方面，因为音乐、美术专业的师范类毕业生数量相较

于其他学科较少，而且音乐、美术专业的师范类毕业生从事

小学教育的数量也相对较少，加之与城区相比，乡村的环境、

子女教育等方面和城区相比都存在差别，致使一些教师毕业

后即使从事教师职业，也不愿意去乡村小学任教。另一方面，

大部分美术、音乐专业的教师对阆中门神画文化的了解仅仅

浮于表面，并不能将其作为一种教学资源加以利用。很多乡

村小学的班级美术课由班主任代课或语数教师兼任，但这些

教师均为非艺术类专业毕业，缺乏专业的艺术知识和技能。

该类教师即使自身对艺术有兴趣愿意接受艺术培训，但教师

能够外出参加培训的机会很少，这也对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

提升产生了极大的限制。

（二）各方缺乏对乡村小学美育的认识

首先，学校领导及相关教师没有意识到乡村小学美育实

施与乡村特色、地方风俗等之间的内在关系，缺乏乡村小学

美育实施与“爱家乡、爱祖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之间的内在

逻辑，误认为让学生唱歌好听、学会画画等就是在培养小学

生的审美观念、审美能力等；其次，美育还包括家庭教育，

家校合作中家长的支持对于学校的艺术教育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部分家长并不了解美术教育，认为美育就是单纯地画

画，就是为了当画家，而语数外才是主科，对升学有帮助。

最后，乡村小学确实没有专业力量充分利用乡村所具有的美

育资源，难以开发出能充分体现乡村地域特色的小学美育系

列课程。

（三）乡村小学美育的环境有待改进

乡村小学在美育的过程中对阆中门神画文化的利用度

不够，未能充分彰显出地域优势。一部分学生认为学校领导

并不重视艺术课程，也有部分学生认为校园环境中的民间文

化的美育元素过少，还有部分学生认为学校举办的艺术活动

较少。美术教育是需要艺术氛围熏陶的，学生对审美艺术的

感悟，对艺术的兴趣都源于所在环境的艺术氛围。经过访谈

我们了解到，长期以来，乡村学校的小学生对部分民俗文化

的认识仅限于名称，而对其文化内涵知之甚少，因此，这些

艺术作品仅仅作为远处的装饰品，并没有让学生感觉到一定

的艺术氛围。

（四）乡村小学美育评价功利化

乡村小学美育实施，看重的其实还是分数。从教育的目

的论而言，对小学生审美的培养，应是在学生心中种植一颗

美的种子，通过美育课程的学习、美育活动的影响以及美育

氛围的熏陶，让学生逐渐有审美意识和创造能力。美育的培

养和拥有美的能力都不是在考试中能呈现出的，不是通过一

次次的考试就能提高，这种做法体现出学校对于美育评价的

功利性、实用化。

三、阆中门神画文化融入乡村小学美育的策略

乡村小学美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可以分别从强化乡村小

学美育师资队伍建设、改革乡村小学美育课程设置、重视乡

村小学美育实施的乡土特色、改进乡村小学美育实施的评价

四个方面对乡村小学美育实施提出建议。

（一）强化乡村小学美育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的美育师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校美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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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水平和质量，专业的美育教师是将民俗文化融入乡村小

学美育课堂的最佳群体。他们拥有良好的审美水平和审美能

力，能将其在教学过程中呈现出来，从而将健康的审美观念

传递给学生。强化美育师资队伍建设的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三

个方面：一是创新乡村小学美育教师共享机制。二是挖掘地

方美育师资资源创新。除此之外，还可以寻找乡村里的农村

艺人。

（二）更新乡村小学各方对美育的认识

民俗文化源于生活，将阆中门神画这类民俗文化融入乡

村小学美育，目的并不是单纯的培养艺术人才，是培养学生

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的眼光与素养；同时这对于学生的思想

和情感的培养都有着一定的价值。2022年课程标准中明了地

表达出了艺术教育的根本思想是以美育人，并且整个课标以

落实核心素养作为主线，引导学生感受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

精华。审美感知是对自然世界、社会生活和艺术作品中的美

的特征及其意义与作用的发现、感受、认识和反应能力。作

为教师要时刻要关注最新的教育理念，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

理念，并在设计教学的时候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积极调动

学生的情感体验，将学生内在发展需求和教师的教学相结合，

让学生收集课前和课中的案例帮助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美。

（三）创设乡村小学美术教育环境氛围

当美育以课程的形式在学校中实施时，不仅要保证美育

课“开齐”、“开足”，即学校根据国家对美育类课程要求，

创设条件，开足美育实施的应设课程，把美育课程的种类开

齐、美育课程开够课时数，同时还要“开好”美育课程，即

强化美育教师专业水平，确保美育课程质量。除此之外，要

重视乡村小学美育实施的乡土特色。具体而言：

1.开发具有乡村特色的校本课程。乡村小学必须确立明

确的校本课程开发目标——以乡村地域为特色，积极主动地

开发校本化美育课程，把能够体现乡村地域特色的美育资源，

包括乡土民风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生产劳动方式等，

吸纳为校本课程的内容，让乡村小学生了解自身所处的乡村

风情、民风民俗以及家乡美等，培育乡村小学生“爱家乡”

的情感。

2.组织以乡村特色为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乡村美育实

施乡土化，即将美育实施和所在区域特色有机结合，除了将

美育以课程的形式存在外，还可以通过“厚土乡心”主题综

合实践活动，对学生实施“乡土化”美育。乡村小学可以组

织形式多样、具有乡村特色的综合实践活动，例如：“走进

田园，热爱乡村”、“走进田野，感受秋收”等，将美育与

劳动教育、体育、智育、德育相融合，在实践活动中，提高

学生审美能力。

（四）完善乡村小学美育实施的评价体系

2022年艺术课程标准中提到评价要全面、注重过程性、

坚持多主体评价等原则。美育作为学生全面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美育评价也应属于学生学习的整体构成。因此学校应

把美育评价纳入学生学业评价之中，以此彰显美育在教育中

的重要性。

1.完善乡村小学美育实施的评价考核方式。乡村小学完

善美育实施评价考核方式主要指不能将所有学科的考评方

式“一刀切”，都以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对于美育而言，

学校可以创新评价形式。例如：建立学生艺术评价手册、根

据学生作品记录袋进行评价等多种形式。学生艺术评价手册

可以包括但不局限于学生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审美能力等

几个维度的考察，可以以年级为单位，每人一册，也可以在

整个小学阶段，使用一本手册，通过自我评价、小组互评、

家长评价、教师评价多种评价方式，分模块、分阶段、有对

比的进行相关作品或水平的展示，对学生进行科学、系统、

全面的艺术评价，让学生在自我评价和接受评价过程中，感

受到自己审美水平和能力的提高。

2.将美育评价纳入学生综合评价。每门课程都需要教师

做出相应的评价，美育评价不仅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总结，

更是学生学科学习的导向。美育作为全面教育的重要构成部

分，将美育评价纳入学生综合评价中，有助于教师、学生从

认识上提高美育的重视程度。学校在日常的评奖评优和先进

个人的评选时，教师不应只看重学习成绩、智育发展情况，

更应注重学生是否全面发展，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

也是重要参考标准，也能看出学生的品性和能力。

国家及有关部门都越来越重视美育，学校也在行动着，

为学生创造更加全面的教育，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希

望乡村小学能够凭借独特的自然优势，开发特有的乡土美育

资源，让学生在自然的熏陶下全面、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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