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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烙画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保护、传承和发展烙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烙画对于陶冶学生
的情操，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受到了广大中小学生的喜爱。针对当前电烙画课程的开展情况，本文主
要从烙画课程的起源、意义、教学环节、教学反思等几个方面作了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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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画古称“火针刺绣”，又名“火笔画”、“烫画”，即用火烧热烙铁

在物体上熨出烙痕作画，是古中国一种极其珍贵的稀有画种。烙画艺术，

淳朴而唯美，古拙而独特，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被文化界及收藏界誉为

“艺术的活化石”。 烙画这门独特的艺术形式，以其别具匠心的表现手法

和凹凸有致的肌理效果，使之成为艺术界一朵璀璨的奇葩。 

烙画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保护、传承和发展烙画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我校是一所示范性综合实践学校，面向全县的初二学生

开放。烙画活动的开展旨在让学生了解民间烙画的艺术美，激发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在教学中我运用了典型作品启发学生发现知识点，培

养学生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唤起了学生对烙画艺术的热爱；学会了运用

烙画的基本技法，通过手中的烙笔，创作出自己喜欢的卡通形象，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培养孩子细心、耐心、精心的性格，还会

让孩子养成互帮互助、合作探究的良好习惯。 

若要教好烙画艺术，首先必需学会、学精这门技术活。所以我利用

课下时间苦练烙画基本功，好在有些功底，很快活学活用，并适应了这份

新的工作。对“烙画”这一活动，大部分学生比较陌生，有些学生可能在

电视上或其它途径听到过，但是对烙画工艺的真正了解还是不充分的。针

对这一现象，我由浅入深，主要从以下环节逐步引导学生探究学习： 

1 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同学们，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活动课堂。为了欢迎大家的到来，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幅画。大家看，这幅画和我们以前学的画一样吗？”

通过让学生看一看，摸一摸，猜一猜，引导学生认真观察，初步认识烙

画，引发学生兴趣。 

2 专业引领，了解烙画 
通过欣赏典型作品，互动问答，引领学生欣赏烙画的特殊材料美，

探究总结烙画的特点。这一环节学生积极性很高，踊跃回答问题，课堂

气氛活跃，学生学习兴趣非常浓厚，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 

3 合作探究，掌握方法 
引导学生分析图案，进而感受烙画的天然之美。让学生尝试运用烙

铁，亲手烙一烙，体会方法，对烙画有进一步的了解，激发学生的自主

能动性，培养学生善于思考，敢于尝试的勇气。学生初步尝试之后，会

发现很多问题，然后我再亲自演示线、面基本技法，学生通过直观感受，

受到启发，逐步解决问题，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探究能力。 

4 示范欣赏，学生总结 
常言道，耳闻不如目见。我会亲自示范木板烙画的制作步骤，学生

观看并总结，这一环节为学生后面的创作做了铺垫，激发了学生的创作

热情，加深了对烙画的认识。 

5 热情洋溢，创意挑战 
初二的学生具有一定的绘画基础、简单的手工制作经验，在了解了

基本技法、制作步骤后，学生们都热情洋溢，跃跃欲试。因此这一环节

我会利用学生的好奇心与兴趣点，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发挥创意，鼓励

学生大胆创作，尝试线面结合法，勾画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这一环节学

生态度认真，干劲十足，真正体验到了成功的乐趣。 

6 收获满满，成果展示 
学生通过动手烙制作品，体验了我国悠久的烙画艺术的魅力，并在

师生、生生互动中归纳总结了制作步骤，使创作变得简单，学生学习兴

趣浓厚，又能较好的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作品丰富多彩，活动效果良好。 

7 拓展眼界，引发思考 
带领学生欣赏现代生活中烙画的应用，如室内茶几的装饰、会议室

墙壁的布置，家具设计上的点 等等。烙画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被国外收藏家称为"火与木的艺术"。现代烙画既有国画工笔般笔笔到位

的精细，又有西画所具有的层次与光感，更多的是具有烙铁本身超强的

质感表现力，画面逼真、美轮美奂。 

整个活动的实施我会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按他们

基础情况的不同将他们分成小组，因此在活动中学生能够互帮互助，相

互探讨问题，解决问题，培养了他们的合作探究精神。整个活动过程进

展良好，学生都不同程度的收获了知识，但也出现了一些不足： 

7.1 活动过程中，学生之间存在差异，有些学生兴致始终高涨，有

一定的艺术造诣；而有些学生主动性差，觉得烙的不好就放弃了。这种

情况需要我深刻反思，如何才能使学生保持实践的热情？如何鼓励中途

放弃的学生？ 

7.2 部分学生还不太会掌握线烙法，右手的掌控度不好。如何在控

制好力度的同时还能匀速前进？如何不烙成坑，使线条的烙制流畅、清

晰，颜色均匀呢？这是大部分学生经常出现的问题，怎么才能做到既能

掌握好技巧，又不花费大量时间让学生很好的理解，这些是在教学中需

要不断磨练，积累经验，不断探究的问题。 

7.3 学生的创作时间如能安排的再长一些，我“讲”的成分再降低

一下，让学生的“练”和“评”来占领课堂，我想学生的作品会表现的

更丰富，学生的成就感会更高。综合实践课堂，教师应是一个引导者、

组织者、评论者，仔细观察学生的探究活动，发现和鼓励学生的创造精

神，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引导、实践形式引领学生学会烙画

的基本技能，完成自己喜爱的作品的烙制，这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理念。 

7.4 避免因为时间问题代替学生讲、评。很多时候觉得时间不多了，

我就会简单点评一下他们的作品，学生只是被动的听听。这样会导致学

生不善于发现问题，不利于学生自我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培养。其实

点评的环节也是教授的过程，把学生的互评变成了互教，让学生在完成

作品的基础上，点评他人作品，实现优势互补，互帮互助，学生学的轻

松，记得牢固，老师也轻松。 

经过烙画教学实践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教师必须丰富自身的专业

技能，正确解读烙画的意义与价值，去体会、去了解烙画艺术的精髓，

并通过不断的创作来提高自身的烙画技巧，在创作的过程中感受烙画艺

术的内涵。教师要用自身的人文精神去滋养学生，提升学生的内涵；通

过点点滴滴的积累，潜移默化地使传统文化在学生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意识转化成持久的情感态度，充分展现艺术的

魅力。 

通过开展烙画教学课程，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体验中国传统工艺

的美，在贴近生活的作品中提升美术修养，渗入爱国主义人文精神，促

进烙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在爱上传统工艺的同时，也深深爱上我们的

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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