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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人类的生存方式，演化生成于一定时空环境。
不同的群体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文化又塑造了群体中的每一个人。
不同的文化构成了文化生态，显示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文化永远不是静态的，始终面临着两大任务——继承与发展。
教育在应对两大任务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鼓励学生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另一
方面努力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能力，为本民族的文化增加新的元素。
教育应该让学生学会以开放的心态和多元文化观采纳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文化发展的一
种有效途径，同时也应该让学生以自信和自尊的态度，传承民族的优秀文化。
  无论是继承还是发展，文化都依赖于形象取得最为普及、最为生动的效果。
而美术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形象，没有形象可以说就没有美术，因此以美术的方式传播文化是一种理想
的途径。
以自身独特的方式传承文化是现代美术教育的自觉选择，并形成了一种显著的取向。
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确提出了美术学习是文化学习的思想，并鼓励在美术教育中传承优秀的民族
文化，接受世界多元文化。
强调美术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并非在美术教育中造成所谓泛文化现象，而是体现一种体用关系。
美术知识与技能本身具有中性特征，只有在文化的关系中，美术作为人文学科才能真正体现出价值取
向。
而且，我们在强调美术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同时，始终是基于美术本体，绝没有忽视对美术知识与技能
学习。
美术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利用美术教育传承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通过发掘文化资源，扩展美
术教育的内容与资源，增强美术教育的效益。
把握了这样的辩证关系，美术教育与文化传承即获得双赢之结果。
国内许多美术教育工作者深谙其中真谛，身体力行，在通过美术教育传承文化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
罗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罗珍是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的美术教师，是校外美术教育的一员干将，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丰富的教
学经验，在业内具有较大的知名度。
她成功地获得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当代城市儿童美术教育与本土文化的传承》，这在校外
教育界是鲜见的，也表明校外教育界正在改变重教学轻科研、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而罗珍的此举具
有显著的象征意义。
课题申报的成功，无疑于给她注入了兴奋剂，使她的研究精神、能力得到了全新的激活，经过近四年
的实验、教学，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区另U于其他同类研究课题者，罗珍将视点集中在城市学生对优秀城市文化的传承问题。
城市文化历史悠久，是文明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探索者和引领者，比起乡村生活，更具
有多元性，蕴涵更多的文化基因，因而也更有创造性和生成性。
城市文化的形象载体是以建筑、雕塑、街道、公园、交通工具为代表的城市环境，以及人的服饰、食
物、用品等。
罗珍的课题研究就是针对景观、器皿、服饰等展开的。
在课程的设计方面，罗珍采取的主题性的方式，即在日常生活中选取一些点——服饰、鞋帽、城市建
筑、传统节日等作为主题，挖掘其文化涵义、美学意义、美术特征，结合多种方法——观察、拍照、
写生、讲授、讨论、探究等方法，完成教学任务。
其中，她针对服饰设计的课程就非常有代表性。
服饰是城市文化最具有活力，既具有传统性又具有时尚性的物质，典型地反映人的生活环境、价值观
和审美观，同时具有美术学科所关注的视觉品质，因此既符合通过美术传承和接受文化的理念，又基
于美术学科的范围。
她将北京传统老字号“瑞蚨祥”的服装、鞋帽等与古希腊的服饰组合于课程，在对比中增加了学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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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力。
同时，还融入了观察、表现、制作等美术活动，产生了较佳的学习效果。
传承文化需要美术教育的参与，美术教育也需要文化的滋润，文化传承和美术教育更需要众多像罗珍
这样的老师去实施。
罗珍这样的老师是通过美术教育传承文化，通过文化拓展美术教育的勤思者和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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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人类的生存方式，演化生成于一定时空环境。
不同的群体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文化又塑造了群体中的每一个人。
不同的文化构成了文化生态，显示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文化永远不是静态的，始终面临着两大任务——继承与发展。
教育在应对两大任务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鼓励学生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另一
方面努力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能力，为本民族的文化增加新的元素。
教育应该让学生学会以开放的心态和多元文化观采纳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文化发展的一
种有效途径，同时也应该让学生以自信和自尊的态度，传承民族的优秀文化。
 无论是继承还是发展，文化都依赖于形象取得最为普及、最为生动的效果。
而美术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形象，没有形象可以说就没有美术，因此以美术的方式传播文化是一种理想
的途径。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文化与儿童美术-主题性儿童美术>>

作者简介

罗珍，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中学高级教师。
从事儿童美术教育20年，在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尤其是透过美术教育使学生达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认知与继承和发展方面，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学术导向性。
先后获得：全国校外教育名师、全国教科研优秀教师、全国校外教育优秀理论工作者、全国少儿美术
教育精英等称号。
主持了"家乡的记忆"、'跨越古典与当代'、"都市里的童年"全国儿童美术教育成果展览，参与主持"率真
的童年——互动中的儿童与美术教育'、"和平的家园'、"儿童画笔下的童话"等展览，主持"心艺树"地震
灾区儿童心理艺术治疗——美术教师培训项目，获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
会颁发的"学术贡献奖"，并主持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当代城市儿童美术教育与本土文化的
传承》研究工作。
现主持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和今日美术馆一启想创意坊、艺术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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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课题组织结构　《当代城市儿童美术教育与本土文化的传承》课题成果介绍　主题教学探索之
路一《北京古建筑与现代庭院设计》主题教学实践　主题教学探索之路二《穿衣戴帽——自我的表达
》主题教学实践　欢腾中原过大年——郑州西雨绘画艺术中心　热闹端午 团聚中秋——淄博少儿美术
中心　“大气”北京人——北京二中分校　岭南古与今——深圳园岭小学　戈壁的胡杨精神——克拉
玛依市少儿活动中心　闽南风情——福建省泉州市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术委员会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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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教学目标（1）通过赏析传统肚兜，使学生了解古人是如何运用绘画方式表达情感的。
（2）通过赏析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帮助学生理解传统图案的象征寓意、造型以及色彩表现手法，同
时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3）通过制作肚兜，激发学生对父母、师长、朋友的尊敬与祝福之情。
5.教学准备多媒体、纸、彩笔、黑色签字笔、教学参考图片。
6.教学过程（1）播放《哪吒闹海》中哪吒出世的视频，引出本元单内容《儿时的肚兜设计》，提问：
以前的小孩子为什么要穿肚兜？
出示传统肚兜图片，提问：为什么肚兜上面都绣着图案呢？
帮助儿童理解古人表达情感的方式。
出示传统吉祥图案的图片，并帮助儿童对“吉祥”图案的概念进行辨析。
（2）图案的设计引导学生分析吉祥图案的造型表现手法，提问：如果我想画龙凤呈祥图，那应该画
些什么呢？
如果画“双喜临门”呢？
接着依据图片，与儿童一起分析，并总结出造型表现方法——象征法、谐音法。
出示图片，引导儿童分析吉祥图案的色彩表现手法，提问：这些图案的色彩给你们什么样的感觉？
为什么？
进而总结出吉祥图案的色彩特征——装饰感强。
依据图片，讲解吉祥图案的设计步骤。
重点讲解如何从即有资料中提炼所需图案，并巧妙组合。
出示肚兜图片，引导儿童回忆图案的设计方法——对称与均衡。
教师亲自演示如何将吉祥图案以对称或均衡的方式安排在肚兜图形中。
（3）设计肚兜提供给儿童吉祥语资料作为参考，并以此为内容创作“我的肚兜”。
发给儿童纸、黑色签字笔以及彩笔，教师辅导，并注意强调要寓意突出、构图的饱满、造型疏密有致
、色彩明亮喜庆。
展示讲评，可邀请儿童上台阐述自己对某人的祝福以及表现的方式。
7.教学点滴第一堂课只完成画面的定稿，第二堂课再完成涂色。
上色时注意色粉笔的粉末不要破坏画面的洁净。
色彩运用强烈的对比关系。
提醒儿童上色时图案与底纸大的对比关系，图案本身也可由小的对比关系于大的对比产生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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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文化与儿童美术(套装上下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当代城市儿童美术教育与本
土文化的传承》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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