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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间美术以视觉形象承载和表达民众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和审美趣味，丰富了

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世界。在多元文化和信息化社会中，民间美术对于小学生

学习图像传达与交流、形成朴素的视觉文化意识和培养新锐的创造意识的功能

是无法取代的。拙文从美术的基本功能、民间美术的功能的特殊性、民间美术

功能与小学美术教育等角度来阐述民间美术的功能。民间美术资源得到合理的

开发和利用，民间美术的功能在小学美术教育中的充分释放，是稳步提高小学

美术教育实效性的最佳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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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术的功能

关于美术的功能古人早有论述，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左传》中指出：“昔

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葛路在《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中讲：“《左传》的这段夏朝‘铸鼎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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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我们可以看作是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的代表理论。‘使民知神奸’

说的是青铜器图纹的社会作用，这是中国绘画理论最早的功能说。”南齐谢赫

在《画品》中讲：“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

南朝时期宋王微在《叙画》中说：“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唐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言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 ，测幽

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非繇述作”，可以“鉴戒贤愚，怡悦性情”。古

人从不同的角度对美术的功能进行了阐释。在现代，前苏联美学家卡冈在他的

《美学教程》中把美术的功能分为交往功能、启蒙功能、教育功能、享乐功能。

还有人指出，美术具有情感或情绪的宣泄功能、精神慰藉功能、心理医疗功能等。

作为上层建筑的美术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反映社会生活

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它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

2  民间美术的功能及其特殊性

作为生长、发展于传统民间社会的民间美术，是下层民间文化的表现形式，

具有下层民间文化的一般内涵和性质，从而与对应于上层文化的宫廷美术、文人

士大夫美术具有不同的艺术旨趣和风格面貌。民间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它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是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

民众的生存方式、风俗习惯等，蕴涵着当地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在民

众的生活与民间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有着强大的功能。民间美术的功能具有多样性，

从艺术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来看，民间美术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性需求，而且它

还进入到了民众的精神性需求领域，具有为民众提供物质性的实用功能和精神性

的审美功能，并且还具有承载和传承民间文化的文化功能。笔者认为，从民间美

术的本质及文化传承等方面来看，民间美术不仅具有美术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

和审美功能，而且还具有其特殊的生活功能和文化功能。民间美术的这五大功能

是互相联系、整体统一的，它全面作用于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活动中。

2.1  民间美术的认识功能

民间美术的认识功能是通过它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形象感知得来的，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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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样式可以让民众认识到作品中所反映的不同风俗习惯、生活环境和精

神需求。在民间美术中，某种形象的某种特定组合，表达什么意思，用在什么

民俗场合，都是事先约定好了的，世世代代就按那个先于意识的规定来做。民

间美术经久不变的程式性造型语言特征，推动了民间美术的认识功能得以体现。

在原始农耕时代，民众虽然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可以通过民间美术的程式

化特征认识到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承。民间美术的认识功能在民间文化的

传承中具有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作用。

2.2  民间美术的教育功能

民间美术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其对民众的伦理道德教化上。民间美术受

中国民间文化中伦理道德大格局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对题材的选择和对情感的

倾诉方面。民间美术在题材的选取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为经常借民间

传说、历史典故和戏曲等题材内容宣扬忠孝节义、侠肝义胆，表彰先烈圣贤。

这类题材的民间美术作品将道德教化融于审美娱乐中，是宣传伦理道德的重要

外在形式。农耕社会时期农村的大部分民众就在这种传统的节日中“潜移默化”

地接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教育，民间美术也在悄然发挥着它的教育功能。

2.3  民间美术的审美功能

民间美术作为当地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折射了当地民众的审美观念、审

美品格。民间美术那单纯且朴素的艺术风格、淳朴且率真的艺术语言是其独树

一帜的审美品格和永恒的魅力，这种质朴的风格不仅表现在民间美术的内容和

形式上，而且表现在创造主体朴实无华的人格上。只有心灵的纯真、朴实，才

能物化为形式的质朴。民间美术的质朴之美，既是形式的、风格的，又是精神的、

情感的。民间美术的审美观念是向善求真，只有“善”与“真”的结合才能达到“美”

的标准，追求事物真、善、美的统一是民间美术的“大美”所在。

2.4  民间美术的生活功能

民间美术与现实生活是紧密联系的，充分体现了生活原型的特点，它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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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最大限度地贴近民众的生产生活，有时甚至就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描述。民

间美术是民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民众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发生着各种

各样的联系，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民间的巨宅陈设到生活

的日常器具，从祭祀供奉的用品用具到游艺活动中的面具、道具，以及装点节

日的年画、窗花，都是民间生活的缩影。这种生活特征决定了民间美术的创造

性必然随生活的需要和改善而不断进行变化。人类造物活动的根本目的首先是

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是与人的生命原则和生命价值紧密

相连的。民间美术的创造不仅忠实于这一原则而且把生命维系过程与造物活动

相沟通，成为联系生活的重要方式，因而民间美术是一种生活的艺术，遍及民

众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它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凸显了民间美术的生活功能。

2.5  民间美术的文化功能

作为民间文化重要载体的民间美术具有特殊的文化功能，即民间美术鲜

明的延续性、传承性、集体性、模式化和地域性。悠久的农耕社会成就了民

间文化的基本内容和性质，也是民间美术生长的文化生态环境，民间美术基

本上保持了民间文化的特征，体现了民间文化的精神，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

现形式。民间美术的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民俗活动中，民俗活动是民间美术

的创作基础，因而民间美术的内容和形式鲜明地体现了当地的民俗活动和民

俗心理。春节的年画、元宵节的灯彩、婚礼的喜字花、丧葬的纸扎、祝寿的

花馍、定情的荷包等无不表现为精彩的民间美术形式，体现了不同民俗活动

中的民俗心理和民俗观念。

3  民间美术的功能与小学美术教育

3.1  民间美术的功能契合课程标准要求

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教育主要关注的是教育功能，也就是说通过美术教学

活动，努力使学生在情感态度、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学习方法等

方面得到提高，引起学生心理和行为的良性发展。小学教育是学生人格全面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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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的关键阶段，小学美术教育既要着重以美术为中心对学生进行全面综合

的美术教育，又要于学科教育过程中注意充分发挥美术教学的智育功能，开发

学生的右脑功能，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形象思维能力，使学生心灵手

巧；充分发挥美术教学的培养创造性功能，培养学生创造思维的流畅性、变通

性、首创性；充分发挥美术教学陶冶、教化、提升情感的功能，使学生形成高

尚的情操与品格；充分发挥美术的情趣性和情感性特点，使学校在偏向严肃的

理性的约束的学习生活中增添活泼的非理性的自由的情趣和活力，使学生被压

抑的情感得以宣泄，从而获得情感的平衡，使身心和情感得以健康发展和提高。

美术教学中要注意对学生进行多层面的教育，即身体、心理、文化、思想、品

德等各方面素质的培养以及学习习惯和行为的培养。

美术课程以对视觉形象的感知、理解和创造为特征，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

要途径，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全体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

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小学美术教育专家尹少淳先生指出：“基础美术

不是专业美术，而是一种生活美术教育，学生学的不是专业美术，而是生活美术，

它所包含的内容应该有利于学生未来生活和身心发展。”既然是生活美术教育，

那么小学美术教育就应该贴近学生的生活，从学生可接触到的生活环境中寻找

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民间美术的功能恰恰契合了这一需求，可以为小学美术教

育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扩充教学内容。

3.2  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形成健康的个性人格

民族认同感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基本价值观和主体文化的归属感的认同，

是一个民族得以绵延发展，民族文化稳定传承的不竭动力。民间美术是最能直

接呈现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多元文化纷繁交织和网络信息发达的读图

时代，有必要通过民间美术教育功能的发挥来有效增强小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

感。民族文化认同感是个体形成良好自我认同感，从而拥有健康心理的重要条

件。心理学认为自我认同感是个人对自己的自我价值的定位、判断、信念和感受，

当学生具备了健康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便会推动其形成健康的自我认同感。健康

的自我认同感可以使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自信、具有同情心、有利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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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形成完善的人格。

3.3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形成特色的创新精神

新《美术课程标准》指出：“构建面向 21 世纪的创造力已成为当代美术课

程的基本取向”。民间美术是来自民间的艺术，劳动群众是最具有创造力的艺

术创作者，因而民间美术是培养学生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最佳途径之一。艺术

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古今中外从民间美术中汲取营养，寻找艺术创新的艺

术家比比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具、民俗活动用品、文

化传承用品类的民间美术作品，一方面肩负了功能与审美有机结合的使命，实

现了其社会功能价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为纯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

源泉。 

创造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离不开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发展，而形象思维

的发展如果与民间美术联系起来，将为小学生的形象思维培养开辟一片崭新的

领域。在小学美术教育中，将民间美术通过画笔、涂鸦、剪纸、泥塑等方式传

递给儿童，不仅有利于培养他们的观察和思维能力，而且在正确的引导之下，

还有助于小学生主动去认知和感受他们眼中的新奇事物；将民间美术中的美学

规律传达给小学生，如造型语言上的循形、扭曲，色彩运用上的补色和冷暖等

对比，外在构图形式上的对称与统一，不同视角的形态描绘、多种时空形象的

融合，也能够激发和实现对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

3.4  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习惯，形成健全的审美观念

审美作为理解能力的一种，它除了以感觉为依托之外，还与人生体验、情感、

想象和创造等认知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先天因素与一个人的审美意识和能力

固然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后天的培养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民间美术通常在

满足现实生活需求之外也实现了对生活美的表现，它一方面承载了人民大众对

美的最初的认知意识，一方面也传承了中华民族古老的审美理念，其以自身的

功利意愿和民间大众的审美意愿作为审美判断和审美选择的标准，将征服、改

造客观世界与憧憬圆满生活的愿望和理想诉诸于审美；民间美术是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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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是人民大众对美的本质认识的一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形式。人们经过长

久的文化积淀和民族审美心理调试，将真善美自然而然地统一在民间美术之中，

民间美术所内含的稚拙、天真、自然等都和小学生的天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

联系。因此，培养小学生的审美能力是素质教育的一项基本要求，提高民间美

术功能的发挥有助于小学生形成健全的审美观念。

4  在小学美术教育中提高民间美术功能的教学
策略

在小学美术教育中要想发挥好民间美术的功能，教师首先要提高对民间美

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能力，采用有效的教学策略妥善设计课程，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在选择教学内容时要注意不同年级学生的审美起点和接受能力。

4.1  营造愉快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激发兴趣原则是教师发挥主导作用，充分调动学生主体学习主动性的体现。

民间美术有着非常丰富的形式和内容，尤其是那些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的题材样式更贴近现实生活，更有利于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转化为持久的

态度。教师要勤学习，多思考，与时俱进地结合新媒体教学手段，展现教师在

课堂中的主导作用，调动小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学习兴趣。从小学生对民间美

术学习的动机来看 ，主要与感情需要的内驱力有关 ，小学生学习的目的主要是

从学习的本身获得一种内在的快乐，在教学中要注重学生积极性的调动，努力

营造愉快的学习环境，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学习美术的快乐，进一步发挥民间美

术的娱乐性特点。要让学生快乐地学习民间美术知识和技能，引导学生结合实

际生活并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亲手制作作品、体验成功的愉悦感，提高学生的

精神和生活品质。

4.2  选择恰当的学习内容，贴近学生的接受能力

有效教学应是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促进学生身心发展。民间美术的

功能要想通过教学完满地发挥出来，首先必须依据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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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生的情意、操作的程度和学生的认知特征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其次

不同文化区域内民间美术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尤其是在我国的西南、西北、东

北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民间美术在当地是广大民众的审美取向、风土人情、

思维模式和民族心理特征的具体呈现，这就要求在小学美术教育教学内容的选

取上注意结合当地特色的民间美术样式和题材，挖掘当地的民间美术资源。因此，

在小学美术教育中只有依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并选择恰当的民间美术样式和众所

周知的题材作为教学内容，才能有利于民间美术功能的完美发挥。

4.3  贴近学生的学习生活，突出民间美术实用性

民间美术与生活联系非常紧密，学生学习到的民间美术内容应该与社会生

活联系起来，所学知识和内容应该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从而使学生所学与所

用相互贯通，从生活“实用”中学习，又能回到实际生活中，做到学以致用。

依据美术学习活动分类方式可以将小学美术课程划分为“造型·表现”“设计·应

用”“欣赏·评述”“综合·探索”四个领域，在这四个领域民间美术都可以

涉足其中。尤其在“设计·应用”这个领域，民间美术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可以

为处于不同文化地域、不同经济水平、不同环境条件下的青少年学生、儿童提

供多样的学习选择，在开发和利用本地区民间美术资源的过程中有效地突出民

间美术的功能，增强小学生细致观察、敏锐发现的能力，养成善于借鉴、敢于

创新、勤于动手的良好生活习惯。

4.4  增强教师的美术素养，开发民间美术的资源

教育部公布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强调，教师应该“坚持实践、反思、再实践、

再反思，不断提高专业能力”。美术教师个人所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良好素质、

丰富学识与高度的专业能力对美术教学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教师是美术课程

资源开发的首要主体，为了合理开发与利用美术课程资源，教师必须要具备一

定的课程资源理论素养”民间美术的功能能否发挥出来，与美术教师所掌握的

民间美术专业知识和美术课程资源知识等密切相关。教师在业余时间要主动地

去学习并掌握民间美术的相关知识，更应该熟知本区域内的民间美术样式。“在



·36·
浅析民间美术在小学美术教育中的功能探究 2022 年 4 月

第 4 卷第 2 期

https://doi.org/10.35534/fav.0402004c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fav

不同的情境和条件下的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小学生都会有不同的需求和行为

表现，小学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才能提供具有发展适宜性的教育策

略，灵活运用有效的教育方法。”美术教师要主动把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相结合，

不断通过实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提升专业能力，增长教育智慧，开发

出适合自己教学的民间美术资源。

民间美术以图像的形式承载着丰富的易被感知和接受的视觉形象，蕴涵并

折射出当地民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审美品格，充盈着当地民众的精神文

化和物质需求的多姿多彩生活空间。在多元文化融合发展和快速的信息化社会

进程中，民间美术对于小学生学习图像传达与交流、形成朴素的视觉文化意识

和培养创造力有着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效用。民间美术可以补充当代小学生对

朴素的风土人情美感的认识与体验，也能激发小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从而

增强其民族认同感。因而，通过民间美术可以对小学生进行人格教育、生活教育、

民族精神教育。总而言之，民间美术是小学美术教育重要的校外素材性课程资源，

是一种隐性的地方美术课程资源，在小学美术教育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因此，重视民间美术功能的发挥，进行系统性、针对性和效率性的民间美术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提高小学美术教育实效性的最佳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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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olk Art in Primary School Art 
Educa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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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k art carries and expresses people’s ideas, emotional attitudes and 

aesthetic tastes with visual images, enriching people’s spiritual life and material 

world. In the multi-culture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function of folk art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 learn image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orming simple visual culture consciousness and cultivating new creative 

consciousness cannot be replaced.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function of folk 

art from the basic function of art, the particularity of folk art, the function of 

folk art and art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folk art resources and the full release of folk art functions in 

primary art education are the best teaching strategies to steadi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mary ar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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