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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艺浸润中学生传统文化审美能力的路径和对策
徐涛  张健旺

东华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摘要：当前的中学美术教学中，真正实现美育浸润是关键和重点，而不是简单地开设各种美育课程，尽管美育课程的确是实现美
育浸润的主要路径，但是也需要积极转变这种单一的美育浸润观念，要使之多样和多元。而传统漆艺不但是非遗文化，而且也是
传统艺术，更是传统工艺，所以把漆艺融入中学美育课程体系，不但能丰富课程内容，提升中学生审美能力，感受传统文化的美丽，
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同时也能真正实现美育浸润。漆艺不是把学生束缚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中，被动地灌输审美知识，
而是在漆艺工作室中真正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从而获得文化和艺术的浸润，使学生精神因而丰富，人格
因而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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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教育部在《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提出：“美术课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为导向，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力求体现
素质教育的要求。”又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
准（2022 年版）》中明确规定：“课程内容坚持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讲好中国故事，吸
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文化成果，追求精神高度、
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相统一。”今年教育部又特
别强调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而我国传统
漆艺不仅是非遗，而且也是艺术和工艺，是学校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实现美育浸润的目的和
途径之一，且具有显著的优势。

目前我国福建、上海、广州、山西等省份的
某些中学开设了漆艺课程并取得较好的效果，随
着中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全国范围内尤其是漆画
发展较快的省份，更加重视中学美术漆艺课程的
开发。漆艺课程引入中学美术的理论研究逐渐增
多，给中学漆艺教学的普及与推广带来了新的动
力。伴随高等院校漆艺人才培养数量的增多，中

学引进漆艺人才的力度加强，很多中学已经具备
漆艺教学的客观条件，探讨漆艺课程提升中学生
美育，以实现中学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成为
有待研究的重要课题。这里首先探索漆艺作为浸
润中学生传统文化审美能力的观念路径，再探索
作为美育浸润课程的教学对策。

一、漆艺作为浸润中学生传统文化审美能力
的观念路径

我们落实美育浸润活动，不仅有现实条件的
制约和阻力，而且有来自观念的意志阻力，或许
后者更为有力。因为观念是有力量的，所以能驱
动我们行动。转变我们传统的美育浸润观念，尤
其关键。而我们在探索美育浸润研究方面，很少
关注美育浸润观念的路径。

（一）选择典范的漆艺作品，直观地浸润学
生的心灵

我国传统漆艺资源丰富，可供选择的案例多。
我们要选择优美的作品装饰校园和教室等学生生
活和学习的场所，以供学生随时随地地直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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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实现美育浸润的重要路径，而不能仅仅把美
育浸润理解为课程开发。即使漆艺课程，也要最
大限度减少简单讲授漆艺知识系统和减少机械解
析的时间，而要让漆艺作品直接不受干扰地浸润
学生的心灵，以满足学生自己特定发展阶段的审
美需求。也就是说，让学生对漆艺美的感受成为
一种自发的和自觉的行为，而不是强迫和不自在
的行为，要激发学生自主地了解与之相关的知识。

同时，也要尽量收藏当地漆艺家的漆艺真品，
供学生观摩。而我们大多数学校最忽视的就是这
方面的工作，全是图片和对图片的解析，没有真
的艺术品，因而导致学生对美的感受不亲切和不
生动，使美育浸润活动不能落实到实处，成为新
形式主义。所以要重视多渠道和多途径与当代漆
艺家的联系和交流，使之创造具有本土文化传统
的漆艺作品，以方便学校实施美育浸润。所以要
转变美育浸润的思维路径，不能仅仅盯住课程开
发，而忽视收集和开发真正的艺术品。真正的艺
术品是实现艺术浸润的实质性路径，也是艺术浸
润活色生香的关键。

（二）适当指导学生一些漆艺技法，使之在
创造中浸润心灵

传统漆艺属于美术和工艺相结合的纯艺术门
类，与其他视觉艺术门类相比，其特殊在于漆艺
具有“绘画性”和“工艺性”的双重属性。针对
中学生的情况，可以根据工艺难易程度进行取舍，
删减掉漆艺复杂的工艺操作及流程，选取相对简
单的工艺制作，以激发学生动手操作兴趣、体验
人与器物的关系、感受创造实践的愉快。例如，
可选取或开发学生身边生活常见器物，如文具盒、
钢笔、玩具、笔筒等熟悉的器物为底胎来进行制
作，从漆艺“髹涂”“罩染”“描绘”“镶嵌”“刻
填”“磨绘”“变涂”“堆塑”八大类技法中，
梳理与分析工艺制作相对简单，流程不复杂的工
艺流程，运用于中学美育浸润教学中。特别要注
意要极引导中学生制作与其日常生活和学习息息
相关的器具，以便他们使用自己创造的艺术品丰
富自己的生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美育浸润活动。

（三）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美，从而实现
心灵的浸润

我国传统漆艺创造的材料，多种多样，不拘
一格。正因为如此，我们日常生活世界中平常的
东西，都可以作为漆艺制作的原始材料，不必舍
近求远，也不必高端奢华，可以就地取材，因而
极其方便。譬如说，老师可以带领学生从校园里
选取自己喜欢的材料制作漆艺，例如，树叶、树
枝、树根等，皆可以通过描绘，或磨绘等技法制
作精美的漆艺作品。大自然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美
的形式，使之充满了美丽。亲密接触花草树木，
不仅使学生有机会接触自然美，感受自然美，同
时，也能使之发现和探寻自然美，且能借助自然
美来创造美，使之具有全新的价值。唯有在如此
的情切的感知活动中，才会得到一种心灵的充实、
一种秉性的增益、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光耀，发
生一种极其深刻的精神转变，气质因此而变化，
心源因而莹澈，人格因而光明。这才是我们实施

美育浸润活动的意义。而不是用一大堆僵死的美
育材料囚禁学生的心灵，使之程序化，律令化，
反过来戕害学生的心身健康。这是最要不得的美
育浸润观念和行为。

（四）鼓励学生利用本土或传统文化符号，
从而实现心灵的浸润

鼓励学生在制作漆艺时候，尽量选取本土或
传统中自己喜欢的图案、图形、纹样、色彩等，
作为再创造的符号。这是用文化和艺术浸润学生
的有效路径，其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让学生调查和收集本土的文化符号，
从中挑选出自己喜欢的东西。老师要特别看重这
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就是学生了解和审美把握
本土传统文化，实现浸润自我的历程。学生在接
触和理解传统符号的过程中，学生就能增强自我
认识，进而从传统那里获得一些知识和智慧，并
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东西，用来驾驭自己的生命和
生活。学生在漆艺制作中融入传统文化符号，就
是对传统文化价值认同和情感体验，从而使自己
和自家文化传统有了真切的联系，那学生就能独
特地成为具有自家文化情怀的人。

其次，引导学生在漆艺制作过程中感受自家
文化的魅力，激发热爱自家文化的情感。也就是
说，教师要及时引导学生了探究、感悟、欣赏、
反思其选择的图案、纹样、色彩等的传统文化意
义和传统艺术意义，从而感悟其中蕴含的生活智
慧和审美理念，培植学问的文化自信和价值信仰。
例如，战国时期楚国的漆器《彩绘勾连云纹耳杯》、

《彩绘对凤纹漆圆耳杯》、《虎座凤鸟漆木架鼓》，
器物上的图案、图腾，不仅形式优美，而且想象
浪漫。凤鸟的形态以各种恣意纵横的姿势飞舞，
造型独特，色彩华丽，表现出楚人那些神奇瑰丽
的幻想，富有瑰丽想象之美的文化形态。

最后，学生通过漆艺的制作实践，体会艺术
的某些特征和规律，培植某些艺术创造能力。师
生可以在探究漆艺的实践中，把握漆艺与绘画的
关联，促进对图案、色彩、造型的理解，促进对
绘画材料的表达，通过漆艺实践与情境体验，保
持文化底蕴的同步积淀，促进识认、理解等内在
的知识建构与绘画、创作等外在的表达运用的循
环发展。

综上所述，把漆艺作为实现中学生美育浸润
的媒介和路径，的确有其优势和长处，也就是能
很好地实现真发现美、真感受美、真表现美、真
鉴赏美、真创造美的有机统一，而有效地避免了
分割式浸润方式顾此失彼弊端。

（五）要主动加强与本地大学的艺术学院的
联系，为实现美育浸润创造优质资源

我们大多中学，在实现美育浸润观念上不够
开放，而趋于封闭，最为严重的现象是把美育浸
润活动的落实完全压在了开设各种与艺术类相关
的课程。这样不但没有减轻学生课程繁多杂乱的
流弊，而且加剧了此流弊的泛滥。眼花缭乱的各
种艺术课程蜂拥而至，成为新的伤害中学生心身
健康发展的利器。所以要少开设以讲授为主的美
育课程，而要多在如何在中学生生活世界里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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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化地实施浸润。例如，和本地大学艺术学院要
主动加强联系和沟通，以方便利用他们的审美资
源。大学师生的艺术品，搬到自己的学校进行展
览，这也是实现美育浸润的好路径。

二、漆艺浸润中学生传统文化审美能力的教
学对策

（一）基于美育浸润理念，探索漆艺工作室
的设想

传统漆艺不仅是艺术，而且是工艺。这是决
定漆艺课程属性和功能的关键因素，所以不能忽
视。正是因为如此，就不能把漆艺简单当做艺术
鉴赏课来对待，而要作为工艺来看待，那么其施
教的重点就应该是工艺实践而不是知识讲授。而
我们传统的教师则是以传授知识系统为主，不太
适合漆艺课程的教学，所以要探索建立漆艺工作
室。工作室的优点是，能营造有别于教室的美育
创作浸润环境和氛围，也能使老师和学生从彼此
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而进入具体的创作中，成为
名副其实的创作主体而交流、沟通和活动。而我
们现在艺术浸润的大多课程，缺少的正是给学生
创造的实践性机会。从漆艺工艺制作中发现美、
体验美、创造美是美育浸润最好的对策。

（二）基于美育浸润理念，要把漆艺课程看
作美育劳动浸润课程

传统漆艺本来就不是单一的艺术行为，而是
与劳动息息相关，或可以说是美育劳动课。这也
是漆艺课程和书法课程、绘画课程的显著区别。
漆艺的工序程序，是实实在在的劳动，而不是纯
粹的艺术创造，需要打磨、推光等体力劳动。所
以传统漆艺是我们祖先选取天地物象和各种器物
而创制的和劳动生活息息相关的工艺品，其创造
历程伴有大量辅助性劳动，因而是名副其实的劳
动艺术。所以劳动生活对漆艺创造具有基础性的
意义和实质性的影响。可见，开设漆艺课程还能
把劳动融入中学美育中来，从而在实现美育浸润
的同时，也培育了劳动素养。

（三）基于美育浸润理念，也要把漆艺课程
看作文化浸润课程

传统漆艺通过其精湛的工艺技巧和独特的纹
饰图案，展示了中国古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
这些美学特征也为后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
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商周时期漆器除了髹黑漆、
朱漆的漆器，朱黑两种对比的色彩，具有朴实简
约之美。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繁荣发展，以华丽为
美，走向了制作工艺的成熟期，装饰纹样，彩绘
技巧高超，内容丰富。秦汉时期的漆器是我国漆
器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色彩更加丰富多姿，绚
丽华美。魏晋南北朝更加精致和细腻，富有浪漫
主义情调。唐宋时期漆器制造推陈出新、百花齐
放，剔红、堆红、戗金、螺钿、填漆、描金、犀
皮等等工艺各争所长。宋代的漆器制造是中国漆
艺史上的一座高峰，有简洁大气之美。元明清时
期漆器大多反映文人画思潮，此外，山水人物题
材也相当多。明代漆器的吉祥图案几乎占据了半

边天，而清代漆器除了继承明代传统之外，还喜
用诗文词句搭配花纹，文字与纹饰的组合十分新
颖。

如此琳琅满目的传统漆艺，负载着我们传统
文化和艺术的丰富多元的价值和审美信息，是我
们不可多得的实现美育浸润的资源。遗憾的是，
时至今日，中学美育浸润活动中较为突出的现象
是缺少学生在实践中表达自己审美感受的途径和
条件，而被束缚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中，只能被
动地接受灌输式的审美浸润，而不能真正使学生
具有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
的途径。而漆艺课程由于受到观念的制约，而不
能生发其应有的功能。漆艺本来就是实践性的艺
术行为，具有活动、体验和创造的显著特征，所
以对漆艺提升中学生传统文化审美能力的研究，
以便使之发挥多功能的美育浸润效益，具有现实
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邵雍 .邵雍集 [M]. 北京：中华书局，2014：15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关于全面实 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

通 知 [EB/OL].(2023-12-20)[2024-01-02].https://www.
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4205.
htm.

[3] 李雨豪 . 高中思想政治课美育效果的提升原理与困境研究
[J]. 教学与管理，2023（06）：96-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