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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美术教学中的传统文化传承
韦赛龙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西屏实验学校　546300

摘　要：本文以初中美术教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传统文化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创新研究。首先，分析了传统文化在初中美

术教学中的现状，包括传统文化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重要性，以及传统文化在当前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现状。最后，提出

了优化传统文化在初中美术教学的策略建议，主要有加强教材建设，丰富传统文化元素，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参与度，

以及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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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

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近

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求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大力倡导将优秀传统

文化全方位地融入国民教育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课程教材、

教育教学等育人环节全面落实中华优秀文化教育。美术教育作

为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素养和道德情操的有效

手段。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美术教育，能够很好地传承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效加深学生对美的认识，聚焦文化理解从

而落实学生的美术核心素养，提高美术教育质量。

初中阶段是学生美术学习的重要时期，也是学生形成文

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关键时期。初中美术教学应该充分利用

传统文化的教育资源，将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特色融入课程内

容和教学过程，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培养学

生的文化素养和人文精神，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然而，当

前初中美术教学中的传统文化创新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因此，本文以初中美术教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传统文化在

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创新研究，旨在为提高初中美术教学质量，

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

一、传统文化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现状

（一）传统文化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重要性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文化自

信的重要体现。在初中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的融入不仅可

以丰富美术教学的内容，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创造

力，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首先，传统文化

可以为初中美术教学提供丰富多彩的艺术资源。中国传统文

化涵盖了诸多的艺术形式，如国画、书法、剪纸、陶艺、刺

绣等，这些艺术形式都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内涵，反

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审美情趣。将这些传统文化元素融入

到初中美术教学中，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创作的素

材，开拓学生的艺术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其

次，传统文化可以为初中美术教学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中

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承，蕴含了深

刻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如道家的自然观、儒家的仁义礼

智、佛家的慈悲智慧等。将这些传统文化的思想和精神融入

到初中美术教学中，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启发和引导，培

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

自信。此外，传统文化可以为初中美术教学提供有效的教学

方法和手段。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适合于初中美术教学的

教学方法和手段，如示范教学、对比教学、实践教学、欣赏

教学等。这些教学方法和手段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和内

容，灵活地运用到初中美术教学中，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和

效率的目的。

（二）传统文化在当前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初中美术教材是初中美术教学的重要依据，也是传统文

化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主要载体。目前，我国初中美术教材

中的传统文化元素主要包括：

传统绘画艺术。初中美术教材中，有专门的章节介绍中

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历史、流派、技法、题材、风格等，如

《中国画的发展与特点》《山水画的表现方法》《花鸟画的构图

与用笔》等。教材中还选录了一些中国传统绘画的名作，如

《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百骏图》等，让学生欣赏和

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

传统工艺美术。初中美术教材中，也有专门的章节介绍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种类、特点、制作方法、文化内涵等，如

《中国陶瓷的发展与特色》《中国剪纸的形式与技巧》《中国民

间玩具的多样与趣味》等。教材中还选录了一些中国传统工艺

美术的代表作品，如《青花瓷》《剪纸窗花》《泥人张》等，让

学生了解和体验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技艺水平和文化内涵。

传统美术理论。初中美术教材中，还有一些章节涉及中

国传统美术理论的基本概念、原则、方法等，如《中国画的

构图原则》《中国画的气韵生动》《中国画的用色规律》等。

教材中还引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美术理论的经典语句，如《画

以形似为体，神似为用》《画者心也》《画不尽之妙，在气》

等，让学生认识和掌握中国传统美术理论的精髓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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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传统文化创新在初中美术教学的策略建议

（一）加强教材建设，丰富传统文化元素

教材是初中美术教学的重要依据和指导，也是传统文化创

新的重要载体。要加强教材建设，丰富传统文化元素，例如在

广西地区，可以选择桂林山水文化相关内容融入教材。桂林山

水甲天下，其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所形成的山水画卷，不仅是自

然奇观，更是中国传统山水文化的生动体现。可以选取漓江山

水的绘画作品、摄影佳作等，让学生领略其独特的美，分析其

中的构图、色彩运用等美术元素，这与初中美术教学目标中的

审美教育相契合，能激发学生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与自豪，进而

提升文化自信。同时，注重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除展

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可适当引入如广西与东盟国家

文化交流中所接触到的一些特色艺术元素，像越南的水上木偶

戏形象，其独特的造型和色彩搭配能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此

外，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利用多媒体展示桂林山水的动态视

频，配上悠扬的广西山歌音频，以丰富的图片展示山水绘画的

演变过程，借助动画呈现山水形成的地理原理等，增强教材的

生动性和互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体验。

（二）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参与度

创新教学方法是初中美术教学的重要手段和保障，也是传

统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要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参与度，

例如采用情境教学法，为学生创设与广西传统文化相关的情

境，如壮族三月三节日情境。在课堂上布置壮族特色的绣球、

铜鼓等装饰，播放欢快的壮族山歌，讲述三月三的民俗活动，

让学生仿佛置身于节日庆典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氛围和魅

力，从而激发学生的情感和想象，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的美术

表达，比如创作以三月三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或手工艺品。采用

探究教学法，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广西地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如探究壮锦的历史背景、文化寓意、艺术特点等。让学生通过

查阅资料、实地走访壮锦制作工坊等方式，深入了解壮锦图案

背后所蕴含的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探究中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采用合作教学

法，鼓励学生与同伴、教师、家长、社区等进行合作，共同完

成与广西传统文化相关的美术项目，如制作以广西少数民族建

筑为主题的大型模型并展示、评价。学生可以分组收集侗族鼓

楼、苗族吊脚楼等建筑资料，一起动手制作模型，在合作中交

流和分享，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团队精神。

（三）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教育

学生是初中美术教学的主体和目标，也是传统文化创新

的主力和希望。要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教育。例如培

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热爱，让学生认识到广西的传统

文化如布洛陀文化是壮族人民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基因，是广

西地域文化的根和魂。布洛陀神话传说反映了壮族先民对世

界起源、人类诞生等问题的思考，其相关的祭祀仪式、歌谣

舞蹈等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文化财富，

传承和弘扬它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

批判和创新，让学生认识到像广西北海的贝雕艺术，它在传

承过程中不断吸收现代审美观念和制作工艺，从传统的简单

造型到如今结合现代设计理念的精美作品，这表明传统文化

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需要学生理性看待并积极创造。培养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应用和推广，让学生认识到广西的茶文化

可以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广西的六堡茶有着悠久的历史，学

生可以设计以六堡茶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如带有六堡茶元素

的茶具、茶包装等，将其与现代设计理念相融合，并且通过

参加文化展览、社区活动等进行推广，让传统文化为社会和

人类作贡献，在实践和传播中彰显其新的生命力。

（四）开展实践活动，深化文化传承体验

实践活动是初中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传承的有效延伸与

巩固。学校可组织学生深入广西当地的文化村落或艺术传承

基地开展实地考察与写生活动，如到桂林阳朔的一些古老村

落，那里保存着大量具有桂北特色的古建筑，白墙黛瓦、飞

檐斗拱，学生在写生过程中能近距离感受传统建筑的结构美

与装饰美，将其绘于笔下，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记忆。

还可以举办以广西民间传说为主题的美术创作大赛，像以刘

三姐的故事为蓝本，学生们通过绘画、雕塑等形式来展现刘

三姐的聪慧形象以及她与乡亲们对歌的热闹场景，在创作中

深入挖掘刘三姐传说所蕴含的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追求等文化内涵，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与灵感。此外，鼓励

学生参与当地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实践，如学习制作桂林团

扇，从绘制扇面图案到装饰扇骨，亲身体验传统工艺的精妙

之处，提升动手能力的同时，也让学生在实践中真正领悟广

西传统文化的魅力与价值，从而将传统文化的传承内化为自

身的文化素养与艺术追求。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传统文化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现状出

发，提出了优化传统文化创新在初中美术教学的策略建议，

主要包括加强教材建设，丰富传统文化元素，创新教学方法，

提高学生参与度，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教育，开展实

践活动，深化文化传承体验等方面。希望本文能够为初中美

术教学中的传统文化创新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促进初中美

术教学的改革和发展，培养学生的美术素养和文化素养，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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