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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艺教学·

民间剪纸艺术在初中美术教学的运用路径探究
□ 杨 南

摘 要：《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 （以下简称“新课标”）的发布推动了初中美术教学资源的逐渐丰

富。巧妙运用民间剪纸资源是美术课程的一种教学手段，有助于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文化，提高文化自信，厚植

爱国情怀。文章通过分析民间剪纸艺术在初中教学活动中运用的意义与困境，明确了民间剪纸艺术的运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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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剪纸艺术是中国特色民间艺术之一，具有历

史悠久、风格独特的特点。剪纸最开始起源于中国的

古老活动，后来发展成为田间地头广大劳动人民闲暇

时的艺术表达方式。汉代时期纸张的出现为剪纸的发

展和普及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支撑。在唐代，剪纸艺

术进入了大发展时期。随着剪纸技法与剪纸构图愈发

成熟，宋代出现了专门以剪纸为生的手艺人。明清是

剪纸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候的剪纸工艺的应用

也更加广泛，剪纸题材往往紧扣劳动生产与日常生

活，进而使得剪纸艺术深深扎根于广袤的民间土壤

中，折射出了社会民众的精神向往。

由于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审美意识的形成和高

速接受知识的阶段，对美有着强烈的追求，对创造性

和想像力也有着强烈的表现欲望。在经历了漫长的发

展之后，民间剪纸艺术的技术和技巧都比较成熟，能

够满足初中生对于美的创作需求，也能够制作出符合

初中生审美特征的剪纸作品。并且把民间剪纸艺术和

初中美术教学相融合，能够让学校老师在教学中有更

多的选择。同时，这也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民间美

术，提高他们的审美意识。因此，在初中开展剪纸课

程，能够增强学生的艺术审美文化素质，进而展现出

学生的精神世界。

以实践为主的民间剪纸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发

挥创造力的平台，让学生可以通过剪纸创作来表达自

己的想法和感受。一方面，剪纸创作所需的高度自主

性能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另一方面，

剪纸课程教学主要通过学生自主的实践操作去创作剪

纸作品，符合新课标中所注重的以教师为主体、学生

为主导的教学理念，有助于提升学生独立创作的能力。

青年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既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了解民族历史、学习民

族文化、传承民族精神，也需要坚守民族文化根基、

强化民族文化认同、传承民族血脉基因、坚定文化自

信自强[1]。在我国的传统民间艺术中，剪纸将人们最

基本的艺术情感以及审美观念保留了下来，传递着纯

真与朴素的情感[2]，并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通过剪

纸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到剪纸文化的发展历

史，从侧面提升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同时，

欣赏优秀的剪纸艺术作品有助于增强学生对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知，从而帮助学生在国际化的浪潮中保持文

化自信。

现代教育体系更加重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学习，

忽视了对学生艺术水平的培养，阻碍了初中民间剪纸

艺术课程的推进。从学校方面来说，学生和家长更倾

向于选择能直接帮助升学的课程，导致许多学校在资

源分配上更倾向于支持传统的主流学科而非美术类

课程。

当前，初中学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升学压力，致

使学生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不高。并且，学校课程

大多采用陈旧的教学模式，如讲授、临摹等，不仅难

以满足社团活动的艺术教育需求，也难以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尽管相关方面加大了对

剪纸课程的推广力度，却很难使学生对其产生浓厚的

兴趣。

目前，一些学校的民间传统美术教学体系还不完

善，缺乏一定的评价标准[3]。一些具有长时间民间剪

纸教学经验学校的开设的民间剪纸课程多为校本课

程，例如湖南省金轮侨心小学从 1993年开始校园剪

纸教学，2002年开设校本课程，并根据自身情况设置

的课程标准。但部分学校却将其作为一门边缘学科来

对待，没有充分认识到民间剪纸的重要意义，课程设

置也缺少逻辑性，难以充分发挥剪纸课程在初中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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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作用。

初中美术课程可以将剪纸艺术与相关内容进行融

合，既发扬了剪纸艺术，又加强了学生的审美意识。

民间剪纸是我国优秀文化精神的一种具象表现，学生

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既可以了解到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

文化，还可以通过剪纸技艺来提升自我思想，进而将

所学到的剪纸艺术学以致用。新课标提出以学生为

主、教师为辅的学习教学方式。而剪纸作为一项以实

践为主的艺术形式，强调学生的学以致用，能将教、

学、做三者合为一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通

过对学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指导和训练，学生们

能领略到中国传统剪纸所特有的意境之美。经过一系

列的学习训练之后，学生不仅学会了剪花样、剪人物

形象、剪窗花等各种剪纸技能，提高审美能力，还能

将这项传统技艺发扬光大。

剪纸教学需要调动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并激

发学生对剪纸艺术的好奇心。教学情景是根据课程的

内容、目的和学生的学习特征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学习

环境。在教学过程中，创设情景常常遵循“真实”的

原则，在新旧知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剪纸是一种较

为常见的技艺，可以与生活经历紧密联系起来。例

如，学校可以在校园宣传窗口、走廊、教室等场所展

示师生共同创作的剪纸作品；在校刊上为学生的作文

配上剪纸插图，达到图文艺术的融合。这样不仅能有

效地激起同学们的求知与创造欲望，也能为剪纸艺术

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教师在讲授《走进民间

美术》一课时，可以让学生自主分享在课前了解的剪

纸知识，教师进行额外知识的补充，进而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

初中学生在欣赏剪纸作品时，常常会根据自己的

主观感受进行二次创作。然而，由于学识和阅历有

限，他们创作的作品大多只是对原作进行简单模仿。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鼓励学生留心观察生

活中的审美元素，让他们能够将传统的剪纸艺术与现

实生活相结合，激发自己的想象力。例如，学生可以

观察校园中的花草树木、建筑物、动物等，并将它们

融入到剪纸作品的创作中。这样一来，学生就可以创

作出与生活紧密相关的作品，使剪纸艺术更具有现实

意义。例如，老师可以将传统的剪纸图案与某个节

日、庆典或重大事件相联系，鼓励学生创作与这些场

景相关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可以在理解传

统文化的同时创作出富有创意和独特性的剪纸作品。

总之，在剪纸教学中，老师应引导学生们关注周围的

事物，通过将剪纸艺术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方式，激

发学生的想象力，提供创意灵感。

学生从剪纸课程中能够获得知识、培养审美能

力、提高艺术素养、促进思维发展，以及激发创造力

和想象力。这种交叉学科也能让学生对剪纸艺术有更

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培育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

格。总之，剪纸课既是一种传播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的

方式，又是一种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创造精神的有

效方法。将剪纸艺术融入到实际的生活中，既可以激

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又可以使学生对剪纸文化

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进而培养出学生对民间艺术的热

爱与骄傲之情，促进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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