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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大力推行“非遗进校园”的相关鼓励政策以及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调整公布，广州

市各区中小学纷纷响应政策积极落实“非遗”项目的课程开发与实践。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立足广府

文化，以及美术与非遗校本课程的互融共进关系，探索出“广绣植物染创新融合”的特色校本课程，以

更好落实非遗文化在校园中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对其进行实践经验总结与反思，有助于推动中学美术与

非遗校本课程的融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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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ntry vigorously promotes the relevant encouragement polici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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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ge entering campuses” and the adjustment and announcement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rt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vers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various districts of Guang-
zhou have responded to the policies and actively implemented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Guangzhou Tianhe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is 
based on Guangfu culture,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and progress of art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t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 school-based curriculum of “in-
novative integration of Guangxiu plant dyeing”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
tiv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n campus, summarize and reflect on its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help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practice of high school art and intangible cul-
tural heritag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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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索中学美术与非遗校本课程融合的政策背景 

自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推进“非遗进校园”工作常态化，全面加强青少年人文教育和劳动

教育的建议以来，全国各地教育部积极指导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课堂”活动。《义务教育艺

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后简称为“艺术新课标”)在“课程性质”中强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人文素养，树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1]。引导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

和理解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坚定文化自信，形成有关“文化理解”的核心素养[2]，已成为义务教育艺

术课程实践的使命和目标。 
基于这一背景，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作为具有现代化先进理念和国际化视野的特色完全中学，自

2014 学年已经开设与国家非遗文化相关课程。以“特色强校”为指导思想，关注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结

合岭南艺术特色，由常规课堂入手开设具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各类实践课程，充分利用校内外各

类资源，在初高中两个学段，结合广绣与植物染工艺系统开设“非遗文化传承”模块校本课程。笔者将

结合“艺术新课标”要求，以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广绣植物染创新融合”校本课程实践为例，对其

进行总结和反思，为中学美术与非遗校本课程融合实践提供助益。 

2. 中学美术与非遗校本课程融合实践的案例分析 

2.1. 广绣及其传承本土文化的价值 

广绣，作为岭南文化独具代表性的传统工艺之一，自 2006 年便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其

发展历史悠久、针法多变，画面表现具有典型岭南画派艺术特点，有极高的技艺价值及文化审美价值。

广绣针法在保留岭南传统刺绣工艺手法特征的同时，善于吸收融合中外先进特色文化，具有独特的地域

工艺特征。将广绣引进校园课堂有助于学生更深层次的了解岭南本土艺术的文化发展、体会岭南文化别

具一格的人文风情，扩展学生的对本土文化的感知，增强民族自信与文化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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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技艺特点影响，广绣技法的传承和出品呈现出耗时长、出品慢的特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广绣文化传授与技法传承在校园内出现教学模式单一、难以持续性输出作品成果等问题，多数学校也因

此陷入想开设广绣文化相关课程，但难以坚持、苦于创新的窘迫境地。主要原因除校园原有建设规划限

制以外，更重要在于：广绣(非遗文化)课程的教学实践缺少相关课标的指引、校内相关专业师资紧缺、学

生学习广绣(非遗文化)技艺兴致单薄或难以坚持学习等。此外校园文化建设针对广绣(非遗文化)的宣传力

度及趣味性仍有所欠缺，校内教师缺少深入接触广绣(非遗文化)技艺的培训学习机会。而针对校外的专业

教师及技术人员却鲜有进校授课的机制体系，容易出现合作时间短、频繁更换专业技术教师等情况。 
目前，受社会各层面对“非遗进校园”方针的积极响应，广州市已有 30 余所院校将广绣文化技艺引

入校园开设课程。其中，中小学大多以开设校本课程为主要传承形式。2018 年广州市非遗保护中心推选

了 10 节广绣优秀课例进行推广，力求为广大教育教学工作者为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实践提供

助益。 

2.2. 美术与非遗校本课程实践的互融共进关系 

在非遗校本课程的实践中，将非遗文化融入在美术常规课程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艺术新课标”的

更新，在优化中学美术课程教学结构以外，更点出了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义务教育阶段融入常规课堂

教学中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美术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载体，体现了不同地域和族群的

文化性格。而‘非遗’强调对文化的理解和创城，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是一种对美术课程很有价值的

潜在的美术课程资源”[3]。“非遗”包含大量思想道德、价值认同和民族文化等信息，可以促进学生对

本土文化艺术的理解，增强民族自信；其实践操作区别于常规课堂的要求限制，有贴近学生实际生活且

更关注学生主观审美表现的特点，有助于实现美术教育的文化理解及创意表达的素养培养及提升。非遗

文化的呈现形式与传承路径，与美术课堂的各类课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学生在学习非遗文化、体验

传统工艺和继承发展非遗的整个过程中，若学生有相对扎实的美术学科素养，则在传承与创新发展上就

会有更多优秀的形式可以实行。因此，非遗校本课程的开发，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课程的建设，其课程

实施与教学规划与美术课程有诸多共通之处。笔者认为，不论何种条件的美术教师，都可以以自身专长

或专业优势为出发点，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及周边社区条件，积极响应国家方针，开设具有本土领域特色

的非遗校本课程。 

2.3. 中学美术与非遗校本课程融合的实践 

2.3.1. 以广府文化为核心，设置课程目的、明确发展方向、细化教学安排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作为具有现代化先进理念和国际化视野的特色完全中学，在开设基础理论及

技法学习的课程基础上，更注重对非遗文化传承的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研究。在美术科组多方考察评

估、讨论后，最终确定校本课程的开设目的及课程发展方向和具体教学安排。 
课程目的：以广府文化为特色的“广绣”作为主要传承项目，结合植物染技法，将植物染丰富多样

的肌理效果与独具岭南艺术特色的广绣表现形式做创新结合。 
课程发展方向：在探索广绣与植物染结合出品的过程中，将美术常规课程中的审美素养及设计思维

融合进来，解决人工绣制出品慢、耗时长，课程专用课时有限、学生兴趣薄弱、难以长时间持续完成传

统意义上的广绣作品等非遗校本课程开发即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并在两者碰撞之间探索多种表现形式、

多途径使用的作品成果。 
课程教学安排：坚持聘请广州市非遗传承人梁晓曼老师和梁可维老师每周二下午进校为选课学生亲

授广绣针线技法；周三、四晚由美术科组老师轮值开放专用教室以供学生练习针法或完成广绣及植物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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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结合美术常规课堂的教学进度，定期联系课程内容与学生共同探索对广绣文化及传统作品赏析的

新角度，交流心得感想，并尝试运用“点、线、面、色”等画面语言将设计灵感记录下来，用于之后的

创作中，这为逐步深入“广绣植物染创新融合”特色课程的创新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在探索课

程发展方向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遇竞赛需要，还会在周日下午 2:30~5:00 开放专用室并组织学生

回校，针对性辅导学生完善参赛作品。每期新增的学生在初一、初二和高一年级范围内进行初选，以保

证每期学生从即便是零基础接触广绣针法和植物染技巧的学习，也能够有足够的实践学习区间，形成“生

生互教互学”的传承氛围，逐步在校内构建良好的文化底蕴，确保课程发展的延续性。 

2.3.2. 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差异化特征推进课程实践 
作为完全中学，课程要照顾到学生的独特性和共同性，由此激发学生不同的智能优势，实现美术课

堂延展的跨领域、跨学科、跨模块探究[4]。初高中美术课程的课标对传统工艺的学习具有不同的明确要

求：初中主要以认知、体验、实践操作为主，而高中在初中的基础上，更注重对深度文化的理解以及多

种艺术种类的学习和应用。因此，笔者在顺应新课标要求的同时，结合初高中学段的学生学情、心理特

征及兴趣目标等情况，进行不同的教学模式规划。 
在高中阶段，普遍存在艺术类课程课时紧张、学生文化课学习压力和心理压力大、整体对需长时间

细腻制作的工艺类作品难以集中完成等情况。植物染作品相对广绣作品而言，具有出品耗时短、效果快，

捆扎方法多样、随机性高的特点，能够让高中的学生快速感受到制作工艺作品的乐趣及成就感。同时植

物染纹样具有主观设计与随机性并存的特点，结合对植物染技法的学习掌握，高中学生在多年的美术学

习及素养积累的基础上，能够自主设计独具个性化风格的肌理纹样，再让他们针对自己作品画面学习广

绣针法，运用布料和绣线的材质特点，创新结合成独具特色的创新作品。所以教学思路为“学习植物染(包
括蜡染)技法–自主创新作品形式–学习广绣技法–运用多种材料将广绣与植物染创新结合”。 

初中学段的孩子主要处于青春期萌芽阶段，对自我认知具有强烈的认同需求，对不同类型新知识有

强烈的学习兴趣，但也容易被其他新鲜事物或文体活动分散注意力。因此初中学段的课程主要以“学习

广绣文化及传统针法–学习基础植物染技法–运用广绣针法或具有广府文化的广绣画面与植物染作品创

新结合”的学习流程进行授课。初中学段的美术课程中对画面的整体构成思维及初步对艺术作品的赏析

理解能力有助于学生对广绣艺术作品的初步认知与文化背景的理解，运用“点、线、面、色”的画面元

素构成思维，引导学生理解广绣技法“以针代笔”的艺术语言。先培养学生用心理解、耐心绣制的学习

习惯与耐性，提升内心的成就感，刺激其对民间工艺的学习兴趣。在接触更深层的传统文化过程中，也

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与文化自信感。然后引导他们学习植物染技法，运用美术课堂中培养的色彩搭

配、肌理美感等审美能力及相关知识鼓励学生创新植物染作品的纹样，再让他们运用所学针法与植物染

纹样做装饰、填充、造型等形式的结合。最后拓展作品呈现形式，以达到本课程的教学目的。 

2.3.3. 拓展课程融合实践质量的提升途径 
《中小学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提出：中华传统文化课程形态应在常规教学课程以外渗透各

类课外实践或教育活动中[5]。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除常规校本课程教学以外，积极在校内定期举办相

关的主题讲座作品展示等交流活动，以多样化的路径提升课程融合质量。如“师生优秀非遗作品创意展”

及“走进非遗”名家讲座活动；联系区文化宫在校内开展“百场非遗普及”活动；在广绣专家的指导下，

联合编写非遗校本教材《非遗传承——广绣》等。此类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校园在非遗文化内

容方面的宣传建设，加深校内各年级师生对非遗文化的熟知度，创意类型的非遗作品展直观呈现传统文

化技艺与时俱进的潮流一面，打破对传统文化作品的固有印象，吸引更多人了解、学习非遗文化技艺。

课程实践中，在师生共同努力下，数件作品参加省、市各级非遗作品创意大赛并获奖，获奖总量居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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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在校方与科组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校于 2021 年被顺利评为“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非遗项目课程的开展取得多方认可。 

3. 中学美术与非遗校本课程融合的反思与前瞻 

目前，我校美术科组研究发展出“广绣植物染创新融合”特色项目，致力于将广绣针法和植物染肌

理有机融合，承担传承岭南非遗文化的重任，创新发展广绣技艺。“广绣植物染创新发展”校本课程即

为本项目最重要的实施环节，课程的落实及完善也是本项目的重要成果体现，产生成果也有利于获得更

多校级及以上各部门的协助支持，近年来多次主动承办国内外非遗文化宣传交流活动，包括参与录制非

遗文化类电视课堂、面对国内外各界进校参观交流人士保留开设非遗文化体验课程、社区宣讲非遗文化

建设途径等。 
在课程实施中，案例学校虽已在积极探究并在校内开发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课程，但仍有不足之处：

校内原有规划建设导致专用室场地不足，每批次深入学习广绣技艺的学生数量难以扩充；学生对保护与

继承优秀非遗文化的意识仍相对薄弱；考虑到校园安全问题，校外师资引入条件形式途径有限、且学生

鲜有机会可以有组织有目的的进入非遗文化场所进行实地参观学习等。 
《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在“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中指出“1) 充分发掘校内资源，

鼓励各学科教师参与中华传统文化课程建设，用好学校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2) 有效开发中华传统文化

教育的家庭资源；3) 有效组织和利用社会资源，增强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统文化研究者的影

响力和窗玻璃；4) 充分利用现代媒体资源、数据库”[5]。因此，关于中学美术和非遗校本课程的融合实

践，笔者认为可以下三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第一，积极探究并运用主题式的研究性学习，大力倡导和

开展跨学科主题式综合类非遗实践课程。这不仅能促进各学科教师综合能力发展、优化场地问题，还能

有效体现出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内教学的跨学科性，结合各学科特点吸引更多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有

效降低实践课的落实难度，且有助于解决校内在传统文化课程方面的师资问题。第二，主动参加校外优

秀非遗课例展示、非遗文化类创意作品展等交流活动，吸收他校的成功经验，扩宽创新发展思路，再结

合本校历史特色，优化、丰富非遗校本课程活动形式，吸引、激发学生学习非遗文化技艺的兴趣。第三，

积极探索、利用社区资源、网络资源库。积极建立家校沟通渠道、收集家庭资源，组织家长与学生共同

参与本土非遗传承基地的参观学习活动，以非遗传承人或文化研究者的影响力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这

不但能有效减轻了校方组织学生外出实地参观学习的安全管理压力、消减安全事故发生几率，同时提升

家庭生活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物质留存和精神传承的关注力。另外，天河区出台《天河区智慧教育行动

计划(2020~2022 年)》正积极推进国家课程数字教材规模化应用全覆盖试点发展，关注并利用好此类信息

资源有助于校内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创新建设，还可为教师提供更多数字化资源以创新教育和

学习方式，丰富多样的非遗文化在美术常规课堂的渗透提供教学资源，以先进手段推动非遗校本课程教

学改革。 

4. 结语 

如今，非遗校本课程开发已是青少年学习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新课标对传统文化

的教学内容的新增也明确了美术课程实践的大方向。但非遗校本课程的实践开发仍缺少成熟的经验与优

秀案例可供参考。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作为天河区有影响力的学校，更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

创非遗校本课程的实施途径，发挥自身辐射力量，为周边兄弟学校提供宝贵经验。也希望广大美术教

师能够积极开发自身优势与周边资源，为非遗校本课程的实践创造优秀途径，促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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