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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艺教学·

论当代纸艺与艺术教育专业手工课程新设计
□ 蒋辉平

摘 要：文章从纸艺的定义和当代发展现状切入，梳理纸艺种类、常见纸艺和常用技巧，运用数据统计的方式对

人美版小学美术教材、湘美版初中和小学美术教材中的手工和纸艺手工课程进行分析，进而论证这类课程的占比

和重要性。并以此为导向，结合新时代艺术教育专业就业的情况、社会新需求等多种因素，对艺术教育专业手工

课程的设计提出了新方案和构想。

关键词：纸艺；艺术教育；手工课程；课程设计

纸艺作为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纸艺材料便捷、价格实

惠、题材多样、形式丰富，在审美熏陶、艺术教育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美术基础教育而言，纸艺手

工无疑是最适合用于培养该素质的教学内容之一。因

此，在校内外的各种美术课程或活动中，纸艺手工都

十分受到推崇。文章试图从纸艺种类、审美、制作工

艺等角度进行梳理，归纳常见纸艺和常用技巧，分析

纸艺在中小学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导向论

证新时代艺术教育专业手工课程的新设计。

纸艺，广义上指包括造纸艺术在内的所有与纸材

有关的工艺；狭义上指通过撕、折、剪、卷、雕、

刻、揉等方式对纸材进行拼贴组合、色彩搭配、形态

创设的一种艺术形式[1]。纸的便捷与实惠给经济和文

化发展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意义，涉及到了生活的方

方面面。且由于纸自身的材质优势，使得不同阶层的

人群都能拥有它，进而加入到对纸的创作中，以纸艺

点缀生活。

纸艺有很多细分类型，包括剪纸、纸扎、折纸、

纸藤花、立体纸雕、纸艺小品等。作为一种艺术形

式，纸艺不仅在中国民间深受欢迎，中外的诸多艺术

家、学者也在开展研究或创作，如李洪波的纸雕、陈

粉丸的剪纸装置艺术等，从不同的角度探索纸材料、

传统纸艺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可能。类似的艺术家还有

李红军、陈琦、王伟等，以及学术泰斗徐冰。近些

年，市面上关于纸艺、纸艺术教育研究的书籍层出不

穷，如赵晨曦著的 《剪影：中国风吉祥剪纸技法》、

江丰编著的《延安剪纸》、叶建华著的《疯狂纸艺瓦

楞纸趣玩》、杨玉红编著的 《初级剪纸入门大全》、

[法]让·夏尔·特雷比著袁俊生译的《纸艺设计系列 1：

折叠的艺术》、[英]保罗·杰克逊安琪拉著的《纸艺大

全》等。

虽然纸艺种类繁多，但常见的类型却相对有限，

如装饰挂件、展示设计、包装、玩具和民俗工艺等。

它们当中有的是独立商品，如精品店里的挂件、小学

生或幼儿的部分玩具；有的是广告展示设计，如商场

朝外的展示窗；还有的是商品外包装，如快递纸盒、

鞋盒等。当代纸业的发展，在为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给纸艺手工带来了材料采购的多样选择和回收材料

的可能。通常手工纸艺的制作手法有：撕裂、拼贴、

粘连、翻转、重叠、折叠、按压、扦插、卷曲、剪刻、

挑剜、揉捏、雕琢等[2]，但运用最多的却是“剪、贴、

折”，并主要由手工纸艺的功能、制作主体所属的年

龄段决定。

针对中学美术教育，各高校的美术教育专业毕业

生明显更加对口。因为中学需要教授素描、水粉、国

画等相对专业的美术基础课程，而艺术教育专业学习

专业美术主要是从大学开始，仅四年的学习几乎不能

扭转美术基础整体偏弱的情况。根据国家对专业建设

的要求，艺术教育专业的重点在研究“教育”学科，

就业方向是艺术教育管理、艺术教学等。但开设该专

业的各高校为了拓宽毕业生的就业面，通常会将该专

业分为美术和音乐两个方向，便于学生考取中小学教

师资格证，从事教师职业。因此，下文论述美术教育

的对象是初中和小学。

西华师范大学谭显珍硕士学位论文《小学纸艺手

工课的教学研究》中指出：“人美版小学美术教材(人

民美术出版社，2014版）统计分析可知：手工课约占

小学美术课程总量的 33％，而且接近一半的手工课都

是纸艺手工课。”“人美版小学美术教材中美术课程

共有 261节，其中含有手工的课程有 108节，含有纸

艺手工的课程有 87节，纯纸艺手工课共 51节，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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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美术课程总量的 41％、33％、20％[3]。此外，在含

有手工成分的 108节课中 80％以上都含有纸艺手工。”

而笔者对湖南初中、小学美术教材（湖南美术出版

社，2012版）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大致相近。这些

教材的具体情况是：小学一、二年级每学期的课时均

为 22节，四学期每期的手工课时分别为 9节、11节、

9节、12节，而各学期手工课中包含有纸艺的课时分

别是 6节、8节、8节、11节；小学三、四年级每学

期的课时均为 15节，四学期每期的手工课时分别为 8

节、10节、10节、10节，而各学期手工课中包含有

纸艺的课时分别是 5节、7节、8节、8节；小学五、

六年级每学期的课时均为 12节，四学期每期的手工

课时分别为 7节、6节、7节、7节，而各学期手工课

中包含有纸艺的课时分别是 4节、6节、3节、2节。

初中三年，湘美版教程命名为七、八、九年级，每本

美术教材的课时均设计成 7节。这三年、六个学期的

教材中所含手工课、纸艺手工课的情况是：每学期手

工课分别为 3节、3节、2节、3节、3节、1节，而

这些手工课中又包含有纸艺手工的课时量分别为 1

节、2节、1节、3节、1节、1节。分析数据如下：

初中和小学美术总课时 238节，其中手工课 121节，

占总课时比为 50.84%；而手工课的 121节中有 85节

为纸艺，纸艺在手工课中占比 70.25%；纸艺在初中、

小学美术总课时中占比 35.71%。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每

学年美术课总课时量逐年递减；每学年手工课与总课

时占比也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但纸艺手工课在每学

期手工课总数中的占比一直维持在 50%-100%。若将

小学和初中分开看，小学美术总课时 196节，其中手

工课 106节，纸艺手工 76节，仅纸艺手工课在小学

美术总课时中的占比就达到 38.78%。初中美术总课时

42节，其中手工课 15节，包含纸艺手工 9节，仅纸

艺手工课在初中美术总课时占比达到了 21.43%，纸艺

手工在手工课总数的占比是 60%。

综上所述，在不同版本的教材中，纸艺手工在手

工课中的占比都超过了 50%。纸艺在初中、小学美术

课堂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小学阶段。小学

阶段的学生刚褪掉了幼儿园阶段的懵懂，正值好奇心

和想象力发展的关键时期，是训练手脑协调、培养联

想思维和挖掘创造力的重要时刻，而手工课程正符合

小学阶段学生的成长需求。由此可见，纸艺手工在初

中、小学美术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学校为了办好该专业，在专业建设之初就组织了

教学团队在部分高校、中小学、幼儿园、艺术类培训

机构中开展了大量调研，并将手工制作能力列为人才

培养方案的重要指标，配置了相应课程。但随着人才

培养的逐年进行，认知的深化以及新时代社会需求的

变化要求艺术教育专业学生手工能力的培养也应与时

俱进、提质增效。

能力对标课程，是高校人才培养方案落实的必要

路径。现有的与艺术教育专业相配套的手工课程是

《中小学美术手工》，开课一学期，16次课，每次 2课

时，共计 32课时。课题以手工材料为基础、以实用

性为导向，开有 《大本钟》 《挂饰》 《春暖花开》

《五彩滩》等课。从近几年的教学反馈和毕业生的调

研发现，该课程能有效帮助学生了解基本的手工材料

和技巧，培养一定的手工技能。但纸艺课程内容相对

较少，导致学生对纸材料的深度运用、制作能力欠缺

较明显。目前，大量手工课都以纸材料为主，而学生

在校习得的手工能力与当下艺术培训班对教师的能力

要求、小学美术教材的课程设计匹配度有偏差。论文

第二部分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仅纸艺手工课在湘

美版小学美术总课时占比就达到 38.78%，而小学美术

手工课 106节，其中 76节是纸艺手工，在教学内容

中占绝对比例。同时，在近两年对社会艺术类的培训

行业调研中也发现，企业在招聘美术教师时，基本都

附加“创意美术”“手工制作”的能力要求。因此，

为以小学美术教师为职业导向的艺术教育专业开设的

《中小学美术手工》课程需要重新设计。

经上述论证可见，手工课，尤其是纸艺手工课必

须增加时长。而从现实需求出发，课程新设计应当重

点考虑五个方面：第一，艺术教育专业学生考取中小

美术教师资格证的需求；第二，求职面试的需求；第

三，当下企事业单位的用人需求；第四，材料与创

意；第五，文化传承。

因此，将《中小学美术手工》 课程课时扩展一

倍，分两个学期教学，每学期 16次课，每次 2课时，

两学期共计 64课时。第一学期，该课程专门为纸艺

手工开展，16次课平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 8次

课为：纸质材料、纸艺技巧实践、剪纸艺术、折纸、

纸扎、纸雕、台湾纸藤花和纸艺包装。第二阶段的 8

次课是：奇妙的撕纸、剪贴组拼创意画、翻新的纸

盒、美化教室一角、纸品乐陶陶、中国龙、风筝和团

扇。第一阶段课程重在教授学生学习与传承纸艺文

化、了解纸艺材料和掌握基本技巧。通过这一阶段的

学习，学生既可以深入了解纸艺这门艺术，又能关注

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便于走上工作岗位后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传统文化。第二阶段的课程设计均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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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来源于湘美版初中、小学美术教材，这样的安排重

点在学生的职业需求。在考取教师资格证书和向中小

学应聘时，考核方都是从教材中直接抽取课程。但被

选取的 8节课，并非任意从教材中抽取。在对湘美版

初中、小学美术教材中的 85节纸艺手工课进行分析

后发现，这些纸艺课的特点是：平面作品居多；纸加

其他材料的综合作品较少；制作手法主要是剪、贴、

折、画。画，在美术课上运用频繁是必然的，如画

画、画图，并且很多纸艺作品需要先画后剪、撕或

折。因而画是美术的基础技能，也是许多书籍在统计

纸艺技巧时排除画的原因。但作为制作纸艺作品时运

用到的基础技巧，必须承认画的存在与其重要性。由

此可见，初中、小学美术纸艺课程中的主要制作技巧

就是“剪、贴、折”。8次课的内容选择，应当尽可能

多的包括各类艺术形式、作品不同功能、综合材料。

所以，从综合材料和功能出发，有《风筝》《团扇》；

从实用性出发，有《美术教室一角》；考虑到艺术形

式的多样，凸出立体作品，就有了 《纸品乐陶陶》

《翻新的纸盒》；以传统文化传播加多技巧融合，就有

了《中国龙》；而单纯的平面作品，尽可能多涉及制

作技巧的差异或样式，就选取了《奇妙的撕纸》《剪贴

组拼创意画》。如此设计，既可以解决调研中发现的

问题，有侧重地培养纸艺制作能力，又能通过课堂教

学来提升艺术教育专业学生的求职、就业竞争力，还

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

第二学期的手工课程设计，以原有课程为基础，

聚焦纸以外的实用性材料来凸显创意性和教学实用

性。生活中较易获取的材料有：树叶、草、旧衣服、

塑料制品、石头、泥土等。现在高校内的教学内容，

也就是未来的示范教学，因而确保示范作品有创意且

实用，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生完成作品后

才愿意好好保存和珍惜。如《创意存储罐》《塑料创意

小花盆》等，确保每一课在完成后都能得到一件可

做、可用、可玩、可观赏的作品，是该教学设计的要

求和保证。手工课是一门典型的理论 +实践类课程，

采取过程性实践考核的方式来评价比较合适。

纸艺作为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材质的便

捷和艺术形式的多样广受大众喜爱，在当代也以不同

的形式被继承和发扬，使传统的艺术形式焕发出了新

的风采。因此，人才培养也应当随时代、艺术教育专

业的课程建设与时俱进，紧扣企业事业单位的用人需

求、对标新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宏观导向。文章将当

代纸艺的发展和常用技巧等进行梳理，与艺术教育专

业《中小学手工课程》的变革进行对接，重新审视和

试图满足新时代艺术教育专业学生成长、企事业单位

用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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