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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江三峡地区，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孕育了多样的民间美术资源。这些资源涵盖雕塑、剪纸、建筑、

绘画和刺绣等多个领域，不仅记录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也反映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小学美术教学中，

这些资源的价值在于传承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改善民间艺术的传承困境，并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探索将这些资源融入教学的策略，旨在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对美术的兴趣，培养其审美和创造力，

同时强化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推动小学美术教育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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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ree Gorges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 with its long history and rich culture, has given birth to 
a variety of folk art resources. These resources span several domains, including sculptur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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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ting, architecture, painting, and embroidery, recording the lives of the local people and reflecting 
a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In primary school art education, the value of these resources lies in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mprovement of the inheritance 
dilemma of folk art, and the enhancement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Exploring strategies to inte-
grate these resources into teaching aims to enrich educational content,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art, cultivate their aesthetics and creativity, while strengthening their sense of identity and pride in 
local culture, promoting in-depth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ar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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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峡民间美术资源概述 

三峡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全长 193 千米，是长江文化的发

源地，这里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孕育了长江文明。三峡民间美术贯穿于人们的衣食住行中，与民间风

俗、信仰有着密切关联。三峡民间美术包括雕塑雕刻、刺绣染织、工艺美术、剪纸等[1]三峡民间美术

资源则是指三峡地区可以用于教育、研究、创作和欣赏的民间美术相关的材料和财富。这些资源不仅

包括具体的民间美术作品，还包括与之相关的知识、技能、传统制作工艺、历史文献、民俗活动等。

三峡民间美术资源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文化资本，它们为艺术家、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和文化工作者

提供了灵感和素材。这些资源蕴含着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三峡民间美术资源主要分为以下几

类。 

1.1. 雕刻资源 

三峡地区横贯大巴山脉，中心位于巫山山脉，南邻武陵山脉，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沉淀了丰富的文

化资源。三峡雕刻资源是三峡文化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中包含了许多优秀的雕刻文化以及雕刻艺术场

所，如大足石刻、罗田、鱼木寨陵墓雕刻、摩崖石刻、万州根雕等，都是具有三峡特色的古迹资源。这些

雕刻资源融合了三峡地区的文化历史、人文艺术等诸多元素，集中体现了三峡地区在历史长河发展过程

中，人民的精神文化水平。对于小学美术教学而言，教师需要让学生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通过实践参与、

绘画体验等多种形式进行互动学习，引导学生汲取美术基本知识的同时，也提升学生的课堂学习体验，

让学生在美术绘画和美术欣赏的过程中感受美的熏陶。将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古迹资源与美术学科进行

巧妙地融合，可以为教学工作提供更多的可用素材。在参与课堂学习的活动中，学生也能近距离感受三

峡文化的艺术魅力，以此达到拓宽视野的目的。 

1.2. 剪纸资源 

九龙坡剪纸、堰兴剪纸、湖北剪纸等又是三峡地区民间美术资源的重要形式。剪纸一直以来都是小

学美术教学的基础构成要素，在美术课堂活动中通过开展剪纸活动，能够让学生对这种镂空艺术有一个

直观且具体的了解，给学生带来更多视觉和美学上的享受。这些剪纸艺术都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凭借

独特的剪纸艺术风格和充满原始情趣的剪纸特点，被民间手艺人广泛传承。因此，在当代小学美术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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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将这些极具地方民俗特色的剪纸艺术引入课堂，在学生对剪纸艺术有一个基本

的了解之后，结合剪纸艺术，循序渐进地引导小学生掌握剪纸的基本方法和技巧，以此提高学生美术剪

纸的综合技能，为学生主动学习传统文化技艺奠定基础。 

1.3. 建筑资源 

三峡名胜建筑，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三峡的壮丽山水之间，这些建筑不仅以其独特的结

构和工艺展现了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更是三峡地区深厚文化的象征。三峡地区的建筑资源包括三峡大

坝、白帝城、张飞庙、土家吊脚楼、凤凰山古建筑群、丰都鬼城、石宝寨、土家吊脚楼、湖广会馆等。特

别是明清时期南方建筑艺术的代表湖广会馆，建筑浮雕镂雕十分精湛、栩栩如生，其题材主要为西游记、

西厢记、封神榜和二十四孝等人物故事的图案，还有龙凤等各种动物图案及各种奇花异草等植物图案。

整个古建筑群雕梁画栋，雕刻精美，也是中国现存规模较大的古会馆建筑群，对于学生欣赏、了解我国

古代建筑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在小学美术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建筑资源，通过组织学

生参观、实地写生等形式，可以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三峡建筑的独特魅力，引导学生观察建筑的结构、装

饰和色彩等元素，培养他们的观察力和审美能力。 

1.4. 绘画资源 

三峡地区的绘画资源丰富多彩，它们不仅记录了三峡人民的生活点滴，也反映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

文化底蕴。民间祭祀画、民间风俗画、民间“壁画”等，都是三峡绘画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平竹帘画

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工艺，展现了三峡地区民间艺术的魅力。梁平木版年画则以其鲜艳的色彩

和质朴的画风，深受人们喜爱。夷陵区农民版画、萊江县农民版画等，以其质朴、粗犷的表现手法，展现

了三峡地区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这些绘画作品不仅是艺术的传承，也是三峡地区历史、文化和

社会变迁的见证。在小学美术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欣赏这些绘画作品，让学生了解三峡地区的民

间艺术风格，培养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创造力。 

1.5. 刺绣资源 

三峡地区的刺绣资源同样丰富多彩，它们是三峡地区民间艺术的瑰宝。西兰卡普，作为三峡地区土

家族的传统手工织绣，以其独特的图案和色彩，展现了土家族的文化特色。三峡民间刺绣，以其精湛的

技艺和丰富的图案，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挑花和蓝印花布等，以其清新的

色彩和精美的图案，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和服饰中。这些刺绣作品不仅是三峡地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三峡地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小学美术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展示这些刺绣作品，让学

生了解三峡地区的民间刺绣技艺，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同时也能够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审美能力。通过这些活动，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和体验三峡地区的民间美术资源，从而增强对本

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1.6. 博物馆资源 

具有三峡民间美术资源的博物馆主要包括夔州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宜昌博物馆、万州区

博物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里有书画、青铜器、陶器等多种文物，历史久远、内涵丰富，

是域传统文化的积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把馆藏文物所蕴涵历史文化作为美术教学内容，可

以为小学美术教学提供直接的教学参考资源。通过绘画、设计、手工或者其他形式，在课堂中、生活中

进行展现、还原，发挥其历史传统文化教育的作用，让传承地域文化的种子埋在学生心里或者直接发芽，

同时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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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峡民间美术资源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2.1. 民间艺术的文化价值 

三峡民间美术资源蕴含着劳动人民对美的感悟与智慧，从色彩、纹样、表现方式等方面，都体现着

中华民族的审美特点与人文特色，体现着不同地域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过年时各地的门神年画、

传统服饰中多姿多彩的民俗刺绣、图案装饰等，都带有其独特的寓意。艺术教学旨在通过美育启发学生

心智，令其感悟文化内涵。小学美育工作者在课堂教学中有效引入民间艺术教育，对学生进行民间美术

艺术的初步引导，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与艺术感知力，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内驱力，为

孩子接下来的深入学习指引方向，令他们更加主动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时期的艺术积淀与其

后期的认知重叠，能够形成有效的知识迁移，实现民间艺术知识的螺旋式积累。这种循序渐进的文化指

引，会在无形中提升学生对自己祖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为厚植其民族自信心打下坚实基础。 

2.2. 改善民间艺术的传承困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民间艺术由于其本身非常耗时耗力，且

收益相对低微，并不被当代人所追捧。大部分年轻人更愿意投身于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中，选择深耕传

统手工艺的年轻人凤毛麟角。一些具有浓厚底蕴的民间艺术形式逐步被人忽视，趋于边缘化。很多民间

艺人已经年过半百，一些艺术面临着即将失传的尴尬境地[2]。因此，小学美育工作者应该合理地将民间

美术以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嵌入美术教学中，弥补快节奏下传统艺术在课堂教育中的流失。同时结合实

践课程促进民间美术的全面传承与发展，这样才能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了解本土的艺术文化，继而促进

民间艺术的长效发展。 

2.3. 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将三峡民间美术资源运用在小学美术教学中，不仅可以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美术理论知识，而

且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创新能力，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三峡民间美术资源种类繁多，教

师可以带领学生实地观察、感受和创作一些本地的美术作品和建筑。例如，在学习服饰的欣赏课中，可

以先让他们去实地参观利川土家族刺绣的制作工序，然后再亲自尝试制作服饰这一学习过程，可使学生

了解中华传统服饰的独特美感，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2.4. 利于实现教学生活化 

三峡民间美术是劳动人民基于生活经验创作出来的，它来源于生活，又被应用于生活，突显了美术

帮助人们认识生活、陶冶情操的作用。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引入三峡民间美术资源，有助于开阔学生的眼

界，使他们从生活视角进行鉴赏和思考，进而提高他们的美术素养，使学生在生活中善于发现美。三峡

民间美术资源具有本土特色，学生通过了解和探究各种民间美术，不仅能够体验生活之美和艺术之美，

而且能够了解不同地域的风俗和历史文化[3]。 

3. 三峡民间美术资源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3.1. 结合教材挖掘美术教学资源 

民间艺术的引入不能生搬硬套、自主编撰，需结合课本，深挖教材中有关民间美术的教学内容。教

师应寻求有效的方式将民间艺术资源与课本中的相关课程进行关联，使美育教学有根有据，如湘美版美

术课本中“喜庆多样的民间美术”等课程，都是与三峡民间美术相关的内容。教师需深入挖掘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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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三峡地区民间习俗，形成体系性单元课程。以教材作为依托，以科学的方式引导学生，以有效的探

索激发学生学习内驱力。除此之外也可以对一些具有独特造型特点的地方民间艺术进行相应的分析，从

而激发学生创作灵感和想象力，促进我国民族艺术宝库中“新”的部分更加丰富多样[2]。 
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也会为教学成果加分，在实践操作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充分利用美术教材，

合理组织教学内容，深度挖掘教材中与民间美术相关的内容并组织单元备课，使讲授内容不流于表面，

有一定的艺术深度；美术教师要不断提升专业素养，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积极参与各类培训，了解更

多的三峡民间美术知识，从而丰富美术课堂；课程内容要与学生的生活实践相结合，形成有效的知识迁

移，在学习课本中的民间美术知识的同时感受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 

3.2. 基于三峡民间美术资源开展多样化课外实践活动 

三峡民间美术是劳动人民、工匠们对生命的热爱和智慧的结晶，是各个时代人民生命智慧的结晶。

在小学美术教学过程中，老师们应该对这一重要的教学资源给予足够的关注，在符合小学生身体和心理

发展规律以及素质教育的需要的前提下，将民间美术资源的实践性、生活性特点发挥出来，开展丰富多

彩的校外实践活动。本着让学生感受艺术魅力，传承民族经典的原则，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启迪他们的

心灵，使他们获得丰富的艺术知识和技巧，培养他们的审美思想，对优秀的民族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和传承。比如，在教学《有趣的剪纸》这一内容时，老师可组织学生进行“三峡民间剪纸艺术之旅”的实

习。通过走访民间艺术家，上网查阅资料，了解当地具有丰富内涵、品种繁多的剪纸艺术。如果有条件，

可以与剪纸文化的传承人、技艺传承人进行交流，讨论其制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另外，老师也可以抓

住假期的机会，进行一些实践性的活动，例如，在参观完白帝城之后，请同学们运用他们所学到的剪纸

技艺，剪出寓意丰富的图画，再将其中最好的一幅挂在窗口，供大家欣赏。通过这种实践，既能扩大学

生对民间美术资源的认识，又能使他们在实际的活动中，充分感受到民间美术资源的吸引力，从而培养

出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责任感。 

3.3. 围绕三峡民间美术资源开展鉴赏活动 

欣赏是小学美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把课本和三峡民间美术相结合，通过多种形式的欣赏，

使学生具有较高的艺术素质。学生对艺术的认识不足，导致欣赏的动机不强。在欣赏过程中，可以把三

峡民间艺术运用到欣赏中去，使学生在欣赏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艺术知识，使其艺术素养得到提高。教师

可选择三峡民间美术中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演示与分析，使学生更深刻地认识到其所蕴含的艺术特色

与文化意蕴。同时，也可以组织同学们到三峡地区进行民间美术展示，让他们亲自去体验、体会民间艺

术。在欣赏过程中，老师可以根据三峡民间美术的特征，设计相应的问题和思路，让学生们积极地参加

研讨，发展他们的审美观和批评性的思维。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性的鉴赏活动，让学生

亲自动手制作三峡民间艺术品，如梁平木板年画、九龙坡剪纸等，从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和欣赏。通过

这样的鉴赏活动，同学们既可以加深对三峡民间艺术的了解，又可以培养他们的独立思维与欣赏判断力。 

3.4. 结合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教学 

现代科技手段如电子白板、多媒体设备、虚拟实境等，为课堂教学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能性。这些科

技手段可以使学生更加主动参与课程，提升学习效果。此外，现代科技手段还能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艺

术资源和学习体验，拓展学生的视野，让学生的美术学习由单一的课本知识的掌握，转变为感悟更加丰

富的艺术表现形式，使得学生的小学美术学习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例如，带领学生学习湘美版小学美术

课程“陶瓷艺术”时，本节课程教师便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借助多媒体设备为学生播放一些关于荣昌陶

艺的照片或视频资料，向学生介绍荣昌陶艺的制作工艺，以及它的艺术特点。通过图像以及动态影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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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荣昌陶瓷艺术的美感。随后，为了实时收集到学生的学习反馈，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利用电子白板进行互动性学习。教师可以将多媒体中的 PPT 设计为可以触摸发生变化的类

型，在班级里选取不同的学生，让学生亲自对白板进行触摸拖拽来感悟不同陶瓷其自身的特点，让学生

由课堂的学习者转变为课堂的参与者，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力。除此之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教师利用近几年较为流行的虚拟实境技术，也可以将其引入课堂教学中。比如，利用 VR 眼镜，教师

可以带领学生进入一个模拟的陶瓷制作工坊或博物馆，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观察和体验陶瓷的制作过

程和艺术品的展示。从真正意义上实现艺术作品的近距离接触，让学生能够深入了解传统工艺的精湛。 

4. 结语 

总之，三峡民间美术资源不仅种类丰富、寓意深刻，还具有极强的美学价值、收藏价值，它所表现

出的是中华人民质朴的一面，所以从古至今都深受人民群众所喜爱。三峡民间美术资源是我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相关文件中提到的学校教育应当发挥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作用这一重要指示，作为基础教育的小学，理应肩负起传承和发展地方民间美术的责任和义务。作为老

师，身上肩上的担子很重，任重而道远。今后仍要以谦虚的心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实

践，将三峡民间美术资源引入本地小学美术课堂，对学生从小进行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培养学生对民

间美术的情感，建立起弘扬、传承和发展民间美术的信念和信心，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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