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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在高校公共美育中的传承路径研究
□ 张 烁

摘 要：民间剪纸艺术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真实反映民众对生活的美好愿景，蕴含着中华

民族千年来凝聚的智慧与艺术精华。将剪纸艺术引入高校公共美术教育，利用课堂传播与发扬中国优秀文化，引导

学生深度了解剪纸艺术，有助于坚定青年的文化自信，培养青年的家国情怀，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新时期对人才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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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被列入第一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在历史的长河中，剪纸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体现

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心灵的寄托。经过千

百年的历史，剪纸艺术不断完善并自成体系，随着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民间剪纸内容不断变化，继承和创

新是传承剪纸艺术的重要路径。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

摇篮，凝聚各专业青年有助于剪纸的创新和传承，将剪

纸艺术引入高校公共美育课程，能够让学生了解剪纸

艺术的内在魅力，并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和想象力，更

好地发扬剪纸艺术的精神内涵。

剪纸又被称为“刻纸”“窗花”等，起源于汉代纸张

发明之时。剪纸的载体较为丰富，可选用纸张、布料、皮

革、树叶等进行创作。创作手段可分为剪与刻，讲究线

线相连或线线相断。作品通过对点、线、面为元素进行

组合创作，通过不同内容传递出不同的寓意与美好的

愿景。剪纸艺术种类丰富，不同地区的剪纸文化较为不

同，主要依据当地的地理位置与文化特色而形成剪纸

艺术风格，其中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中最质朴的艺术

气息。

剪纸作为一种民间艺术样式，在民间手艺人的代

代相传中得以传承，保留了当地的文化特色与文化内

涵。剪纸艺术在古代除了用作装饰之外，还寄托着普通

百姓的精神追求，比如常用于婚姻的“囍”；过年时的

“福”等。近年来，剪纸艺术与文化产业相结合，进行了

大力的发展与传播，譬如非遗传承地区河北蔚县；陕北

西安则采用手工合作社的方式在景区进行剪纸销售。

2016年河北蔚县的剪纸艺术产业创造了 6亿 GDP，解

决了数万人的就业问题，密切了非遗传承与产业融合

之间的链接，促进乡土文化的发展并强化地方产业的

文化符号价值。

中国剪纸艺术已经过千年的沉淀与发展，当下，剪

纸艺术虽然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其的保护

与传承却面临着许多挑战。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以乡

村为创作土壤的剪纸艺术较难顺应数字时代的步伐。

在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些青年对剪纸艺术比较

陌生，审美趣味有差异，导致当代剪纸艺术较难在青年

群体中传播。受剪纸载体的限制及创作手法独特性的

影响，剪纸作品比较容易破损。剪纸艺术的发展虽遭遇

困境，但终究在非遗传承的方式下找到了独特的发展

之路，在当代传播方向上，试图探索出与高校教育相连

接的传播方式，在青年中彰显剪纸艺术的文化魅力。

剪纸艺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在民间艺

术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民间剪纸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

相衔接，与中国民间的民俗特点、乡村风格、中国历史

和社会发展需求等紧密相关。剪纸艺术在高校传播，可

进一步增强青年的民族自信与归属感，激发青年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高校学生成长于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他们

接受力强、思维活跃、个性鲜明，智能化的社会使他们

了解世界的方式多元化，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下，青年学

生的民族认同感面临新的挑战。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民间剪纸艺术引入高校，充分发挥高校的育人作

用，使青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剪纸艺术的文化

内涵，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提升青年爱国

情怀、坚定青年文化自信的有效渠道。

剪纸艺术教育除了要加强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的掌握，还需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创

新性。民间剪纸艺术的创造者基本为普通百姓，他们多

缺乏对于艺术文化与内涵的了解，作品也不够严格与

规范，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正为高校学生的创作留下

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剪纸艺术不是对传统技法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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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指

导学生发现并创造美，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并将剪纸

作品设计成文创产品，充分与生活相融合，培养学生的

兴趣和信心。

2022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

导纲要》明确公共艺术课程是中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是

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其中规定公共艺术课程包括美

学和艺术史论类、艺术鉴赏和评论类、艺术体验和实践

类等 3种课程活动。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可以作为艺术

体验和实践课程的重点学习内容，借助高校公共美育

这一传播途径，扎根于青年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中，促使

民间剪纸艺术得到系统化、规模化的传承与发扬。

民间剪纸艺术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风土民情

等，是由劳动人民在生活中汲取有意义的形象并结合

自己的愿景进行创作的，所以受到广大民众的喜欢并

流传甚广。在工业化、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民间文

化遗产逐渐消失于大众视野，青年作为国家的朝阳，有

义务肩负起传播优秀文化的重担。民间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与教育脱节，与现代社会愈行愈远。而利用高校公

共课堂，引入民间剪纸艺术，积极推动民间艺术在高校

的传播，拓宽学生的艺术视野，加深学生对非遗文化的

了解与认识，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使高校美育获得

持续性发展。

民间剪纸艺术已被纳入部分中小学的美术教学

中，但剪纸艺术的传承不仅仅是对技法的模仿和复制，

也反映了背后的人文、历史、民俗、社会等相关内涵，对

于中小学生来说理解起来相对困难。高校学生经过系

统性的学习和认知的提高，对民间剪纸艺术相关文化

内涵的理解更深刻与透彻，可以根据主修方向选择性

地将剪纸艺术与相关专业进行跨学科尝试，提升对剪

纸艺术的关注度和兴趣。

2019年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

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学校美育是

培根铸魂的工作，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全面加

强和改进美育是高等教育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

任务。

高校大学生经过中小学阶段的艺术培养，对美术、

音乐等艺术课程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已经具备了

独立思考与鉴赏的能力。中小学生对美的事物有了探

索欲，但受年龄与认知的限制，对艺术背后文化内涵的

了解相对欠缺。进入高等学校之后，随着学生知识系统

的构建和对社会、文化的深入了解，将剪纸艺术引入课

堂，有利于学生深层次地感受艺术美。民间剪纸艺术与

民众的生活密不可分，经过时间的沉淀，剪纸艺术有了

自己的独特语言，通过水波纹、锯齿纹、云纹、水滴纹

等，采用对称、重复、连续等图案，用象征、谐音的手法

来表达寓意。青年学生可以从剪纸的艺术语言、表现手

法、作品构图等审美角度去感知美、鉴赏美。

古代的美育在书上，生活是现代美育的课堂。通过

剪纸教学，能把更多的青年吸引到生活中的民族艺术

活动中来，通过了解和学习这些技艺，丰富美术表现手

法并发展学生的能力，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了解传

统艺术学习，使学生体会并认同其中的文化内涵。诸如

敬重自然、注重礼仪、热爱生活、群体意识、责任意识

等，这些中华民族曾经拥有并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精

神，需要青年一代传承并发扬。

高校公共美育课堂是在青年中传播剪纸艺术的有

效途径，通过课堂将传统艺术与高校美育相结合，首先

可以利用现代教学技术向学生展示一些优秀的剪纸作

品，结合作品引导学生追溯剪纸艺术的发展历程，认识

剪纸的表现形式和装饰纹样、中国剪纸的派系、剪纸的

艺术语言及审美特征，最后学习剪纸的应用与创作。

剪纸艺术课程设计的重点在于使学生深入认识剪

纸的文化内涵，不仅需要学习基础知识，还需要经常与

同学、教师互动交流，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进一步提

高自身对剪纸艺术的认识。比如成立学习小组、建立校

内剪纸艺术工作坊、参观民间美术展、举办剪纸课程作

品展等，丰富学生的学习实践活动，使更多学生参与到

剪纸艺术的学习中；聘请校内外相关教师、剪纸艺术传

承人通过现场教学、专题讲座等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

专业性指导，多角度提升学生对剪纸艺术文化内涵的

理解与认识。

丰富教学评价机制，通过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

价、总结性评价等教学评价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

及时为学生提供可行性指导，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并强

化学习动机。在剪纸艺术课程中，教师可利用档案袋评

价，汇集学生的草稿、剪纸作品，记录学生的进步和学

习情况，充分了解学生对课程设计的掌握程度。

尹少淳在《美术学科核心素养之里外》中说到，司

马光砸缸的实例给我们的启示是艺术只有贴近学生的

生活，才能实现其价值。通过研学探访活动，培养学生

的爱国情怀、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提升学生的团队合

作意识与实践创新能力，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同。以公共教育课程为基础，带领学生深入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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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一线，构建非遗传承人与高校学生之间的连

接，通过实地考察、聆听讲解、现场交流等方式，领略剪

纸艺术的魅力。

远古时代，人类就已经发现和运用了以影像为形

象表记的艺术手法，继而创造了在各种材料上镂刻、透

空的艺术语言。诸多的原始社会的彩陶岩画、商周青铜

器、汉像石等艺术中，都体现了这一艺术手法的完善。

今天的民间剪纸的造型方式与外部特征明显一致，充

分说明了它们之间传承和延续的关系。虽然剪纸艺术

只有 1500多年的历史，但剪纸艺术的文化内涵是我们

从原始社会到今天，长达六七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因

此可充分利用当地博物馆开发馆校结合课程，开展博

物馆研学活动，引导学生欣赏剪纸图案的发展，对中华

历史文化的传承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带给学生艺

术和美的享受与熏陶。

馆校结合不止局限于博物馆，还包括美术馆、文化

馆、民间美术展览、图书馆等公共场馆。利用各个场馆，

充分开发馆校结合课程，将博物馆、图书馆作为主要学

习场地，充分利用丰富的场馆历史文化资源；在初步感

知剪纸技法与特点之后，可利用文化馆、民间美术馆的

艺术资源，带领学生欣赏优秀的剪纸作品，多维度感受

剪纸艺术，提高课程质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旋律是综合化、一体化，文化的

多元性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距

离。因此传统教育中的分科教学难以满足人才培养的

需求。现今教育改革的新方向之一便是学科综合革新

和对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

剪纸的创新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中生异，重新发

现。借助高校丰富的学科资源背景，将剪纸艺术与学科

进行跨学科融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专业特色，进一步促

进剪纸艺术的传播与创新性发展。可为计算机专业的

学生开设公共美育剪纸课程，使其开发纸艺 APP，紧跟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更多人通过手机了解剪纸，爱

上剪纸；数字媒体专业的学生可利用剪纸元素，将传统

文化与现代动画相结合，用中国剪纸讲述世界故事，让

世界倾听中国声音；室内设计、平面设计、服装设计等

专业的学生可利用剪纸中的吉祥元素、隐喻的表现手

法表达作品的艺术特色。

在立足于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基础上，合理搭建

剪纸与学科之间的交叉联系，最大限度完成、完善公共

美育课堂，不仅有助于学生深入认识剪纸的内涵，发挥

学生的专业优势，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而且能将剪纸

艺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让学生在更广阔的知识领域

里学习，对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培养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民间剪纸艺术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彰显

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高校作为教育教学

的主阵地，对于民间剪纸艺术的传播与发扬有着义不

容辞的责任，丰富的学科资源有利于剪纸艺术的创新

性发展。将剪纸艺术引入高校的公共美育课堂，不仅能

使艺术教育具有多样性，而且能激发青年一代对于民

族优秀文化的归属感，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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