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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很多地区、学校都在进行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与生命教育、传统文化在各学科中相互渗透的课堂实践活动，美术教学作为
其中的一种手段，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在具体的美术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往往把重点过多地集中在让学生掌握大量的
传统文化知识和学习某些民间工艺方面，却忽视了让学生把握这些传统文化中折射出的民族精神；还有的教师对本土传统文化过分推崇，没
有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置于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中综合考量、客观评价，回避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缺陷。没有很好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
合，使之古为今用，焕发光彩。其实，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和民间工艺只是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表现形式或载体，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思想
和行为方式才是传统文化的内核。我们要发掘传统、扬弃传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着眼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美术素养和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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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题研究的背景 
依据美术学科的特点及美术学习的特点，吸取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

族精神，融入时代发展的新元素，通过美术这个载体，不断创新、充实

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发挥美术教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塑造民族精神的

作用。在实践美术教学的过程中，充分挖掘、整理、利用民间传统文化

的精华，将其作为一种美术教学资源，适时渗透，让传统文化为美术教

学服务，开辟美术教改的新天地，使学生的素养及人格、个性等得到全

面培养和发展。让学生对艺术的学习不仅仅是技能技巧的学习，而成为

一种文化关照下的学习，让学生在一种文化情境中理解艺术，并通过对

传统文化艺术的感受和学习，进而参与文化的传承、表达和创造，塑造

民族精神。 

2 现状分析 
2.1 就当前小学美术教学中，依据美术校本，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

课堂实际教育还有很大距离，表现在教师对于传统文化认识不足，照本

宣科成为教师安于现状的教学模式。 

2.2 随着新的教学设备的不断完善，课堂追求形式和内容的新颖，

传统文化的比重在逐步减少，更不能完全形成体系化渗透。 

2.3 学生对于美术传统知识的了解很有大差距，在实践基础上对于

他的实践创新能力更是严重滞后。 

2.4 西方现代美术对于学生的认识的吸引性，结合教师的喜好，中

国传统的再度思考无法给学生提供创作的资源。 

互联网信息化教育优质的资源成为学生赖以学习的信息获取，在大

数据与复杂的内容面前学生自我辨别能力和学习能力欠缺。 

2.5 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学校管理层对于艺术教学的支持力度还局

限于单纯的完成读本内容，作为一门副课而存在，基本不重视。文化课

过度的以成绩论，忽视了美术教学，其次西方文化的影响不自觉的淡化

了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 

3 课题研究目标 
随着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东西方文化的全方位交流，中国是传统

文化的泉源，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传统文化艺术的美育会在美术教学中

怎样体现，会迎来怎样的挑战与变革。本文从美术教育视角来对传统文

化进行解读和体验，以及利用互联网+教育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融入课

堂之中，尽可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美术教育的和谐

发展，同时起着对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作用。 

4 课题研究内容 
对本地区小学美术教育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的具体现状进行调查研

究，结合本校教学改革实施方针要求，挖掘本地区富有特色的中华优秀

传统艺术文化经典个案，对本地区的典型历史文化遗迹、传统艺术工艺、

自然人文特点方面的美学特征进行总结、梳理，将其历史价值、美术价

值以及教育价值进行统一的小学美术课程设计，并尝试几个典型的结合

案例，总结小学美术教育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的具体实施特点和具有可

操作的方法。 

5 研究过程： 
5.1 准备阶段：（2019 年 3 月——2019 年 4 月） 

确定课题，论证课题目标，制定课题计划，明确课题研究分工。 

完成课题申请书、开题报告。 

5.2 实施阶段：（2019 年 5 月——2020 年 3 月） 

按照计划，全面开展课题研究，各成员以自己所教班级为研究对象，

结合教学实际，进行具体实验。定期召开课题研讨交流会，汇报研究情

况，解决研究问题，调整研究方向，保证研究稳步推进。 

收集资料，整理教育叙事、调查问卷、研究随笔，研究课例、民艺

社团资料等。 

5.3 总结阶段：（2020 年 4 月——2020 年 5 月） 

研究讨论课题报告；形成课题研究的总结报告；报请有关部门进行

成果鉴定。 

撰写研究论文、创编《小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的应用研究》校本

教材、完成结题报告。 

6 研究方法： 
6.1 调查法。通过书面调查、网络搜集和座谈的形式，分析所获取

的有效数据和学生学习实际情况作为研究的实际依据，制定相应的研究

计划，并能够根据学情的特点，有计划、有步骤、有方法、有目标地实

施教学与研究，及时总结每一个阶段的研究成果。 

6.2 行动研究。这是课题研究的主要方法。在课题研究的实际过程

中，以一个个生动的教学案例来分阶段逐步落实课题研究的目标。对于

每个教学的实际案例，以客观、科学的态度进行及时的实践、反思、总

结，再实践、再反思、再总结，直到达成相应的研究目标。 

6.3 经验总结法。主要采取学生自我总结和教师观察总结的研究方

法。 

7 研究创新 
中华民族具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厚重的中华文化孕育了多姿多

彩的文化艺术，这些都可成为多样化的教育资源，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当中，来选取文化与艺术当中的精髓，将传统文化渗透到美术教学当

中，既可让学生理解与掌握美术的相关知识，还能够较好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如何来有效地将传统文化渗透到小学美术教学当

中，是深度思考进行创新实践的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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