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素质教育早已渗透在小

学的各个学科。创新美术手工教学的内容及方法，能够激发学

生参与积极性，培养主动探究的良好学习习惯和动手操作的

能力，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操和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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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趋势下， 美术教学是素质教育中

不可缺少的课程。 美术教育能够培养和建立小学生对美的需

求，加深对美的表现和区别，为此小学生的手工制作课程是直

观培养他们艺术需求和欣赏的手段， 更是培养和提高小学生

美术学习能力、创造能力的捷径。而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民

族地区学校，可挖掘民族地区生活中、大自然中、人类社会历

史文化遗产中与手工教学有关的重要资源， 并进行收集和整

理， 因地制宜地开展手工制作的实践活动。 大胆创新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提升学生的审美情

操和人文素养，培养大胆创新精神，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一、开发乡土资源，实践手工教学

广大的农村有着极为丰富的手工制作材料资源， 让学生

勤于观察，发现身边可利用的资源，就地取材，动手制作感兴

趣的手工艺品，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操作技能，还培养了学

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树皮、树叶、麦秸、玉米棒、各种干果壳、各类种子等乡土

材料都可以被利用起来。 学生可以用颜色、形状各异的树叶，
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做出树叶粘贴画。收集各类农作物的种子，
再设计一些小动物图案，可以制成动物粘贴画。 秋天，在丰收

的季节，农村的孩子肯定能找到粗细均匀的麦秸，利用这些麦

秸可以做好多的手工作品。通过小组讨论，发现学生有的喜欢

做粘贴画，有的想做立体手工。 在老师的指导下，有的同学在

黑色的卡纸上粘贴了宁静的夜晚（月亮、亭子、小桥），有的利

用易拉罐和麦秸做了两个水桶，有的做成了漂亮的稻草人。
每种材料都有其不同的属性以及不同的肌理， 不同的材

料能给学生不同的感觉和启示。 学生对材料的处理本身就是

一种创造，接下来的制作过程不仅是创新意识的培养，更是操

作能力的锻炼，在剪、粘、贴、画、撕、捏等多种动作中提高学生

的操作能力。这些手工作品不仅能表达学生对美的追求，也能

给学生带来极大的成就感和无限的乐趣。
二、挖掘传统民间工艺，实践手工教学

中国的传统手工艺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 在整个中国

文化艺术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传统手工艺是人类智慧

的结晶，是宝贵的艺术遗产。美术教师可以结合当地的传统文

化，引导学生积极自主地了解当地的传统手工艺品，激发学生

的制作兴趣，引进传统手工艺的精髓，创新手工教学。
我所在的地区有着源远流长的手工艺文化，柳条编织、刺

绣荷包、鞋垫、枕头、编制花篮、都可以借鉴在小学的手工教学

中。 比如，当地的老人用柳条编织的小簸箕、小栲栳、背篓、凉

帽、筛子等，用途十分广泛。 把这些民间艺人请进校园指导师

生制作，让学生欣赏、了解这些传统工艺的制作材料和制作过

程，学习自己家乡的传统工艺，激发学生的制作欲望。 让学生

体验柳条、绳子、剪刀等工具和材料的使用方法，以小组合作

来体验柳条和绳子的放置及编制的规律， 一起探究自己家乡

的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 这样的手工教学不仅可以吸引学生

的制作兴趣，培养动手实践能力，而且还培养了他们的团结协

作精神。
三、挖掘民族文化，实践手工教学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民族文化， 它以独特

的魅力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美术手工课

程资源，是特色化美术手工教学顺应教改的需要。由于素质教

育的提出和实施，小学手工教学正在日益受到重视，开设学生

愿意学习的，教师所擅长的内容是小学手工教学的必然趋势。
我生活在拥有丰富的地域资源的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在

日常的生活中发现了丰富的手工教学资源， 把文化与手工紧

密地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美术手工创意，鼓励学生把当地美

术元素融入手工创作。
当地的回族同胞美食花样繁多， 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让

学生了解回族同胞的饮食文化和服饰习俗， 激发学生的制作

兴趣，进而让学生用彩泥捏各种面食，如：油香、花果果、麻花。
学生凭借一双双巧手，结合丰富多彩的回族传统纹饰元素，运

用捏塑、粘贴、镂刻、镶填等技法，呈现出全新的艺术形象，既

激发了学生的手工创意，培养了动手能力，又提升了学生对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运用水平。
总之，教师要充分开发地区人文、地理、自然资源，开展民

族特色手工教学活动，可以根据教学需要选择教学任务、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打破传统的教学形式，让手工教学充满活力

与生命力，培养提高学生欣赏美、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但在

探索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坚持不懈

地钻研、探讨，为共同目标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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