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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山海经》异兽形象在小学美术线描课程中的应用。分析《山海经》异兽形象的特点及
其在小学美术线描教学中的价值，并进行了相应的教学实践。研究结果表明，《山海经》异兽形象具有

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将其引入小学美术线描课程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创意

表现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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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ythical creatures image in The Clas-
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in the primary school art line drawing cour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ythical creatures images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nd its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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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teaching of line drawing in primary schools, and carries out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practi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mythical creatures image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has unique artistic charm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introducing it into the primary 
school art line drawing course is helpful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improve 
their creative expression ability an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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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奇书，包含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地理知识、人文历史等内容，对中国

的文化、艺术、哲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奇幻的元素和形象为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

材。近年来，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将传统文化与美术教学相结合已经成为小学美术教育的一个重要趋

势。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可以为小学美术线描教学提供丰富的素材。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如何将《山海经》异兽形象引入小学美术线描课程，以提高学生的创意表现能力

和审美鉴赏能力。 

2. 小学美术线描课堂中引用《山海经》异兽形象的意义 

(一) 有助于促进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中国经历上下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

小学美术课堂中学习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培养学生美术学科核心素养，更能帮助和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在小学美术教育中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并增强其民族自

豪感与文化自信，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1]。 
随着核心素养的提出，越来越多教师对学生“文化理解”的培养更加重视，传统文化融入各学科教

学的频率也越来越高。美术课程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课程中通过对美术知识与传统文化

的学习，能够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培养审美情感与审美表达。《山海经》作为优秀传统文

化的一部分，记载了许多的奇珍异兽，怪事奇闻和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在小学美术课堂中引用“异

兽形象”进行授课，通过多媒体进行导入，引导学生对其中文字信息进行思考与想象，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山海经中的内容，从而达到对文化的理解。 
(二) 有助于小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 
《山海经》主要分为《山经》和《海经》两部分，记载了我国古代山川、各地民俗、物产资源以及

大量神异鬼怪的传说。《山经》以四方山川为纲，记述内容包括古史、草木、鸟兽、神话、宗教等。《海

经》除著录地理方位外，还记载远国异人的状貌和风格。在古代文化、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山

海经》是一部旅游、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实际上也是我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古书。里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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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看来虽然光怪陆离，但其实还是有逻辑性的。反映出前人的许多精神，并且其中的元素给了后人

提供很多的创作素材和创作灵感。 
其中记载的大部分动物与异兽在现实生活中并未见识过，但是艺术家们还是能够根据描述进行自己

的理解从而进行创作。这对小学生来说，也是很好的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机会，比如《山海经》中有

对玄龟的描述“怪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宪翼之水。其中多玄龟，其状如龟而鸟首虺尾，其名曰旋龟，其

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可以为底。”根据其状如龟而鸟首虺尾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从而得出解释：“此物

形状像乌龟，脑袋像鸟，尾巴与蛇的尾巴相似”。根据这些信息，虽然小学生们没有见过玄龟，但是可

以根据见过的鸟，乌龟，和蛇进行大胆想象，进行组合，拼接，再加上自我的想象从而使每位学生在美

术课堂中进行构思，创作出独一无二的玄龟形象。 
因此在小学课堂中引入《山海经》异兽能够促进学生对其中文字信息的理解，同时能以发散的思维

对这些文字信息进行想象，从而培养小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 
(三) 有助于学生对美术线描知识与技能的锻炼 
线描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用点、线、面等美术语言进行组合从而创作出不同的形象。因为其简单

易上手的特点，也是现在小学美术教育中的一块重要内容。线描画与小学生实际的年龄特征、认知特征

相符，能够无缝契合其思维及实践两个方面能力的发展[2]。小学生年龄较低。身心发展不够成熟，对许

多事物的认识比较浅薄，想象力比较丰富，同时绘画技能比较生疏。线描画的绘画方式比较简单自由，

对他们来说更加容易上手，可以使他们在绘画时不受限制，大胆发挥想象，并且绘画工具比较简单，用

签字笔或勾线笔就可以进行创作，方便携带，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自由进行绘画，从而能充分发挥

想象进行审美创作。 
小学生处于初级教育阶段，对美术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正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具备一定的能力但不

够深入，知道线描绘画的基础知识，但是不知怎样进行组合创造出新的形象。在线描课堂中运用到《山

海经》异兽的形象，可以帮助学生对线描知识的深刻学习。如在对蠃鱼进行学习时，上课之初教师通过

多媒体进行视频播放，引导学生发现描述蠃鱼的特点，让学生添加自己的想象进行理解并描述文字意思。

再由文字信息引导学生发现不同部位的相似动物，根据这些动物形象以线描的形式进行线描绘画。先勾

勒出大概轮廓，在绘画中不断引导学生对点线面进行再创造，根据线条的粗细变化绘制出不同的纹样对

蠃鱼的内部进行装，这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想象绘制出不同的纹样，蠃鱼的形象也就随之不同。学生的

线描技能也能得到锻炼。 
这次教学实践中，以《山海经》异兽形象为例在小学阶段进行了一次单元式教学，每节课设置不同

的教学目标，从欣赏再到绘画，学生学习了很多美术方面的知识，同时经过每节课的练习，对线描绘画

技能也得到了更充分地锻炼。 

3. 《山海经》异兽形象在小学美术线描课堂中的实施途径 

(一) 教师的充分准备 
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要加强自身的综合素养。《山海经》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要

在小学美术教育中融入异兽形象，教师首先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人文素样。教师的人文素质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教学水平和质量，如果教师缺乏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就无法在实际教学活动中继

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3]。要深刻理解和认识《山海经》中的文化和精神。拥有正确认识《山海经》知

识的能力和对异兽特点的把握。并且不断学习，拥有正确的教育观念，从而才能在美术课堂中正确地引

导学生对《山海经》异兽形象的理解，才能在课堂中结合这些对学生进行教育。 
这次教学实践是在绍兴市某小学进行的，因为是课后服务兴趣班，学生年龄段不同，三年级到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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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学生都有。针对不同的学生，在授课之前设置了不同的教学目标，并且根据学生对线描技法掌握的

不同，进行创作时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难易程度也不一样，这对于教师来说，要有对课堂足够的把控能力。

并且在正式进行教学实践之前，先对《山海经》进行了解和理解。充分构思与备课，设置教学目标。合

理利用《山海经》书本知识和网络素材进行课件的制作。 
(二) 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 
之前的教育受时代发展的影响，大多依赖于课本，教师教学模式比较单一，学生接受的教育更多依

赖于教师的传授，学习不灵活。但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信息越来越发达，教师教育手段多样化，

多媒体成为学生受教育的重要媒介之一。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在于：课堂信息量显著增加，节约课堂时间，

教学课件教师可以通过邮件、微信、QQ、智慧中小学或拷贝的方式提供给学生反复学习，提升了课堂教

学效果[4]。为了更好地让学生认识《山海经》的异兽形象，应该对多媒体资源进行充分利用，播放提前

制作的关于“异兽形象”的课件、视频、图片等。利用这些给学生带来更逼真的视觉感受，有助于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可以通过多媒体对教学内容进行拓展和延伸。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山海经》中的

异兽形象。 
(三) 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必要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通过情境设计，加上教师的充分引导，不

断提出问题，使学生不断思考解决问题。配合适当的肯定和鼓励，使课堂氛围呈现出轻松愉快的氛围。

从而增强小学生的兴趣，以此达到使小学生不断探究，促进对《山海经》异兽形象的理解。在具体的情

景教学环境中，了解到更多关于异兽的特点，通过展示引入课堂，学生讨论，欣赏最后再根据特点进行

线描创作，使学生通过作品能更深刻的认识到《山海经》所传递出的历史文化知识。并且通过对异兽形

象的想象与创作，更好地提升审美表达，充分感受到《山海经》中所表现的传统文化之美。 
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或神话生态中，许多生物的形象往往具有一个普遍的特点，那就是嫁接式

的变形与变异。具体来讲，山海经中的神明与异兽的形象往往拼接了不同生态位的生物特征，从而演变

出杂糅式的复合生物形象[5]。如异兽蠃鱼，在《山海经》中是这样描述的：“邽山，蒙水出焉，南流注

于洋水，其中多黄贝；蠃鱼，鱼身而鸟翼，音如鸳鸯，见则其邑大水”。意思是它的身体像鱼，但是有

着像鸟一般的翅膀，发出的叫声像鸳鸯叫声，并且经常与水灾联系在一起。据说，蠃鱼一旦在哪里出现，

就会引发水灾。尽管它被作为水灾的象征，但换一种角度想它也被视为一种吉祥的象征，能够保佑人们

远离水患，过上安稳的生活。这些文字描述可以引导学生发现蠃鱼的特点，并且通过想象构思出不同的

形象。同时根据其文字信息还可以引导学生发现事物的两面性，有时候换一种角度，事情没准就会往好

的方向发展。从而让学生根据现实中的事情引发思考融入到情境中去，加强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增强体

验感。最后再根据所学的线描知识进行创作，增强其绘画能力。 
(四) 具体教学课程设计 
设计教学目标要适合小学年龄段的学生，并且为了更好使他们理解异兽形象，设置了单元课程《山

海异兽》。教学目标设定以下几个方面：一、知识与理解目标：了解《山海经》的基本概况，包括作者、

成书背景、主要内容等。掌握《山海经》中异兽的名称、外形特征、生活习性等基本信息。理解《山海

经》中异兽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以及它们在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二、技能目标：能够通过阅

读《山海经》原文或相关文献，结合多媒体播放视频提取异兽的相关信息并进行整理。能够运用想象力

和创造力，根据《山海经》的描述绘制异兽线描手稿。能够通过口头或书面表达，介绍和讲解《山海经》

中的异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见解和体会。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激发学生对神话传说和传统文

化的兴趣，培养对古代文化的尊重和传承意识。引导学生体会《山海经》中异兽所蕴含的智慧和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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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鼓励学生通过合作学习和交流，培养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 
在此教学目标上设置子课程，以视频 + 问题导入课堂，使学生对《山海经》进行了解。再由教师引

导学生思考其中的文字描述，进行思考与想象，虽然生活中没有具体的物体为“玄龟、蠃鱼等”但有与

它们相关的其他动物形象。如鸟、蛇、龟、鱼等。播放这些相关的动物形象使学生有进行想象的具体参

考，每位再根据文字描述，将鸟翅、鱼身、蛇尾等形象进行组合与拆减从而创造出不同的玄龟、蠃鱼等

形象。因为是线描课程，在确定好具体形象之后再根据之前所学内容对内部身体细节进行装饰。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兴趣点，灵活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

性。学生根据对课程的理解和想象，展开创作《山海经》的异兽形象线描画或山海系列异兽装饰画等活

动。课堂中选取几个异兽形象进行集中讲解和创作，课程节奏轻松愉快，在课程与课程的衔接之间深化

课程内容，在课程结束之后，学生可以根据在课堂中学习的内容对其他未讲解的异兽进行自己的想象与

创作。以此加强学生对《山海经》中文化的理解。并且在具体的线描课程创作过程中培养小学生的美术

学科核心素养。 

4. 结语 

总之，在小学美术教育阶段，主要是要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和具有一定程度的动手能力、审美能力。

线描画作为一种绘画方式，其可以有效发展小学生的想象能力，并且根据线条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审

美能力。同时，在线描课程中引入《山海经》异兽形象，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对线描画的兴趣，并且在对

异兽形象想象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作能力。《山海经》与美术教育的有机结合可以加强学生

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同时通过对异兽形象的创作，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

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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