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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艺术设计课程融入民间剪纸教学的路径研究
□ 孙 铭

摘 要：剪纸艺术指的是一种在极薄的平面上进行剪或者刻的艺术形式，其与早期的石器碑刻或者镂金等艺术形式

具有传承关系。文章通过简要阐述民间剪纸艺术的历史来源与发展现状，重点阐述了高校艺术设计课程融入民间剪

纸教学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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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剪纸艺术作为十分经典的中国传统文化，不

仅有着丰富的类型，而且有着不同的创作寓意。在高校

艺术设计课程中融入民间剪纸教学，能够在拓展学生

艺术思维的同时，促进民间剪纸这门艺术的创新和传承。

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剪纸艺术品是距今

约 1500年前的《对马团花》和《对猴团花》这两幅作品，

当时的剪纸技艺相对成熟。唐代以后，民间剪纸艺术以

皮革刻花或者漏板印花图案为主，持续到唐朝末年，洛

阳地区出现了多家剪纸艺术加工铺，具体的创作题材

包括花鸟、鸳鸯等主题。到了五代时期，广大民间妇女

普遍掌握了一定的剪纸技艺，根据《武林梵志》一书中

“吴越践王于行吉之日，城外百户，皆用彩纸剪人马以

代”的记载，足以见得当时剪纸艺术的广泛流行。宋代，

剪纸艺术的发展与纸张的大量生产有着密切关系，民

间广泛应用剪纸这种艺术形式进行思想与情感的表

达。在当时与相关民俗有关的节日与礼仪庆典过程中，

都有不同形式的剪纸作为装饰以烘托气氛。到了明清

时期，剪纸艺术的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样，风格也向秀

丽精致的方向发展。

在历史原因以及社会原因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剪

纸艺术在当今社会到了快要失传的境地。20世纪 70年

代，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剪纸被列入落后、迷信的范

畴，严重影响了这门艺术的存续与发展。尽管依然有部

分手工艺者坚持以剪纸作为糊口的手段，但是在大部

分人的观念认知中，剪纸不过是一个用来讨饭的幌子，

如果硬要将其说成是艺术的话，也不过是低俗的，难登

大雅之堂的艺术。近年来，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时代

背景下，各种文化思想不断觉醒，社会大众逐渐意识到

剪纸艺术的真正魅力所在，并且认识到了这一民间艺

术形式的珍贵之处。要想实现剪纸艺术的复兴和传承，

无论是从剪纸艺术人才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剪纸艺术理

论知识的储备上来说，都十分匮乏，换言之，实现剪纸

艺术等一系列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发展依然任重

道远。

高校艺术设计课程融入民间剪纸元素，不仅能够

丰富课程内容和教学形式，还能提升传统艺术设计课

程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参与艺术创作的兴趣与热情。而

且，剪纸艺术凭借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能够有效激

发学生的创作灵感，为学生确定设计主题带来启迪。

在高校艺术设计课程教学过程中，平面设计课程

是学生的专业必修课程。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这

些课程通过手绘形式进行教学和训练能够取得更理想

的效果，尤其是在平面构成等相关课程中，学生一般采

用“照葫芦画瓢”的方式学习，这种方法不仅导致学生

认为平面设计非常死板乏味，也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

维的发展，长此以往，还会降低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兴

趣。相较于死板的程式化平面构成理论，剪纸艺术具有

更强的灵动性，尽管学生在接触剪纸的初期阶段无法

熟练地剪出优美的剪纸作品，但是经过剪纸艺术的熏

陶学生的思维能够得到有效的激活。与此同时，剪纸艺

术的随意性和生动性还能够帮助学生发现平面设计课

程的乐趣与魅力，有效提升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对于强化学生对传统文化与传统艺术的

关注，进而实现传统文化与传统艺术的传承也具有积

极作用。

例如，在讲到平面构成课程中的“基本构成形式”

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为了降低直接进行手绘教学的

难度，简化教学流程，高校教师可以尝试通过融合民间

剪纸艺术的方式来辅助教学。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

78



2021年第 5期 《造纸信息》

纸论坛Paper Forum

引导学生先尝试学习基本图形的剪纸技巧，然后按照

不同的平面构成图形将这些剪好的基本图形进行排

列，包括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基础的平面构成模式，

既能够丰富艺术设计教学的内容与形式，又能够帮助

学生以一种更加有趣的手段进行相关理论知识的学

习。在学生掌握相关的剪纸技巧之后，教师可以组织学

生通过进行更加复杂的剪纸操作来理解难度系数更大

的平面构成与平面设计理论。其中，在剪纸艺术领域中

有一个“折剪”概念，即按照一定的规则将一张纸进行

不同形式的折叠之后再剪，能够剪出重复排列或者重

复对称的各种图形。学生在掌握折剪技术之后，可以直

接通过剪纸方式来学习平面设计中的平面元素构成，

该方式相较于传统的手绘形式不仅速度更快，带来的

视觉效果也更具冲击力。而且，这种折剪工艺十分容易

上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不需要学生进行特殊构思

就能够随意剪出由丰富的平面构成的剪纸纹样。如果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稍加思考和设计，就能够折剪

出平面构成更加丰富的艺术效果，无论对于学生掌握

相关的平面元素构成原理，还是拓展学生的设计思维，

都具有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进行设计

理论教学，能够有效提升艺术设计教学的趣味性，激发

学生参与学习的兴趣与热情。

相较于其他传统艺术，剪纸这种形式具有更加特

别的造型特征和视觉特征。很多剪纸造型都是夸张变

形的，很多剪纸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大多不会考虑过

多的艺术规则，比如透视、时空呈现规律等。在这种灵

活随意的创作理念的引导下，很多剪纸艺术家创作出

来的剪纸作品给人带来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如果能

够将这些剪纸作品应用于高校艺术设计课程教学中，

无论对于开阔学生的思维与视野，还是对于激活学生

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在对学生进行创新艺术设计训练的过程中，

高校教师可以借助相关剪纸作品来激发学生的灵感，

提升学生的创造力。我国剪纸艺术作品十分丰富，包括

动物肚子中的幼崽、蟠桃中的龙头以及水果中清晰可

见的果核。这些剪纸作品直观地展现了一件物品内部

与外部的完整形态，一方面，能够体现出创作者对于时

空，尤其是空间的拓展，即通过巧妙的剪纸手段将外部

空间与内部空间完整展现了出来；另一方面，能够体现

出统一与变化相协调的美学原理。这种内部与外部相

结合的艺术呈现形式在艺术形式中很少出现，引导学

生观察这些作品，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使学

生认识到一种更加新颖的作品呈现形式。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不仅强调外在形象的惟妙惟

肖，更强调内在寓意的吉祥喜庆。经过上千年的传承与

发展之后，剪纸作品饱含文化内涵。如果仅将剪纸艺术

作为一门“剪得像不像”的手工艺那就太狭隘了，其背

后蕴含的民俗文化与思想内涵对于高校艺术设计专业

的学生来说也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启迪。

例如，在传统的民间剪纸作品中，很多艺术家会选

择采用一些具有民俗文化含义的主题来进行剪纸创

作。在引导学生树立设计理念的过程中，高校教师可以

融合该部分剪纸艺术作品进行教学。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重点欣赏那些具有文化内涵的剪纸作品，比如用莲

花和莲子造型代表的“连（莲花）生贵子”、用喜鹊和梅

花代表的“喜上眉梢”以及用鸡和鱼的造型代表的“吉

庆有余”等作品。这些剪纸作品不仅生动形象地进行了

物品外表的呈现，而且利用具有民俗含义的外在表象

融入了更深层的文化内涵，使得作品更具人文情怀。学

生欣赏大量的剪纸作品，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将这些创

作理念借鉴到自己的艺术设计表达中。

民间剪纸艺术对于丰富高校艺术设计课程的内

容、提升艺术设计课程的教学内涵具有积极作用，教师

应从不同类型的剪纸作品入手，引导学生进行作品欣

赏，并从中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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