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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艺术走进中小学美术课堂
边世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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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艺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可以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人们的审

美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艺术有着独特艺术魅力、深厚历史底蕴，教师在构建中小学美术课堂时要重视非物质文

化元素的应用，围绕烙画艺术设计教学内容、情境，以及学习任务，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与传承。所以，笔者在概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艺术的基础上，探讨其融入中小学美术课堂的价值，并提出相应的

实践路径，以期为各位同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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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t of pyrograph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carries rich historical culture and can largely reflect people's aesthetic concepts. The art of pyrography,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unique artistic charm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heritage. When 

constructing fine arts classroom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eacher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appl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elements and design teaching content, scenarios, 

and learning tasks around the art of pyrography so as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refore, based on 

an overview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t of pyrography,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value of 

integrating it into the fine arts classroom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paths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colleagues.

Keywords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t of pyrograph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ine arts 

classrooms

引言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艺术凝聚着中国特有的民族智慧与精神，能够带给人们美的享受、智

慧的启迪，但是这项非遗文化技艺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正在面临传承危机，落实相应保护制度、采取有力保护措施已势在必行。中小学

美术教师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结合学科在内容方面的独特优势进行烙画艺术传播，让中小学生了解、喜爱、掌握烙画艺术。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艺术概况

烙画又称火笔画，它起源于秦汉时期，在明清发展到鼎盛，

是历史悠久、艺术魅力独特的艺术珍品，烙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占有重要地位。烙画作品融合了中国画中的白描、擦、染、点、

勒、勾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利用烧热的画笔在物体表面熨出

白、黄、茶、棕、黑等不同颜色的烙痕形成画作。经过长期发

展，烙画形成了多种熨烫技法，而且熨烫出的画面色泽沉稳、层

次丰富，极其富有立体感，堪称“中华一绝”，在新时代焕发出

强烈文化生机。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艺术融入中小学美术课堂的

价值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艺术的表现手法、熨烫技法多种多样，

作品富有文化底蕴、艺术内涵，将其融入中小学美术课堂，将非

遗文化与美术课程内容进行有效融合，可以丰富学生美术技能、

提升学生审美意识、增强学生创作力。[1]欣赏、创作烙画的过程，

能够让学生产生真实地观察、操作与体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烙

画艺术承载的历史文化知识、美术技能建立直观认知。[2]而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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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非遗文化的熏陶、感染下，将会提升对非遗文化的理解层次

与认同感，实现精神层面的升华。[3]

（二）有利于促进非遗传承保护

教师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艺术走进中小学美术课堂，丰富

学生了解、学习非遗文化的途径，让学生通过学习学科知识掌握

非遗技术、丰富文化体验，感受中国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对非遗的传承与保护。[4]欣赏烙画作品、

技艺，进行艺术创作过程，通常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对非遗文化的

保护意识，继而主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教师可以通过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艺术与中小学美术教学进行结合，将其中

蕴含的中国价值观、中国精神、传统技艺传递给学生，加强对非

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5]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艺术走进中小学美术课堂的

策略

（一）引入信息技术，促进烙画艺术进课堂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改变了美术教学实施方式与学生学

习方式，要求教师在中小学美术课堂的构建方面作出相应改变。

当前，教师需要结合数字化时代背景了解信息技术，将其个性化

应用于美术教学，利用智能化手段提升中小学美术教学的生动

性、直观性、吸引力。[6]比如，教师可以依托信息技术开发烙画教

育的数字资源，构建“互联网 +教育模式”，打造“烙画智慧课

堂”，让学生体验烙画创作流程、发展历史，丰富学生美术体验，

从而提升学习美术知识的效果，增强非遗文化对学生的熏陶。教

学人美版中小学教材中的《拟人化的动漫形象》这部分知识时，

教师要通过信息技术实现教学呈现动漫形象设计过程与烙画创作

流程，鼓励学生木质材料上进行烙画，通过高温烫烙的方式把为

自己设计动漫形象呈现出来。[7]首先，这需要教师在信息技术教学

平台创设出烙画创作场景，并以“拟人化的动漫形象”为主题进

行烙画创作，让学生在学习动漫设计知识的过程中感知烙画艺术

的独特魅力与文化熏陶。烙画这一独特的呈现形式，能够赋予动

漫形象特别的审美价值，打破学生对动漫形象的刻板印象，充分

调动学生的创作兴趣。接下来，教师可以将课堂时间交给学生，

鼓励学生在运用烙画的方式呈现设计出的动漫形象，制作成摆

件、笔筒等艺术品。学生创作过程中，可以增强对烙画艺术的理

解、感悟，涵养对审美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8]

（二）优化熨烫技法练习环节，拓展艺术创造空间

在组织学生练习烙画艺术熨烫技法时，教师要突出学生主体

作用，尽可能拓展学生创造空间，从而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自主

性，培养其文化认同感与创新能力。如此，能够将熨烫技法的机

械化练习转化成烙画艺术创作，并使学生在烙画作品中融入更多

独特创意，继而创作出更突显个人美术风格的作品。故而，教学

熨烫技法时，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设计创作主题，让学生在提

出创意、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掌握美术知识与技能。以《会变的线

条》这部分内容为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开展烙画创作活动，利

用“创作”的天然教学优势促使学生感知线条之美、练习熨烫技

法。[9]首先，教师通过 PPT向学生展示各种各样的线条，使学

生感知直线的简洁、平静，曲线的动感、活泼，折线的坚韧、动

感……当学生情感逐渐被激发出来之后，教师引导学生对这些线

条进行组合，设计出喜欢的花纹。在这一环节，教师可以将画纸

替换成模板，鼓励学生将不同形态的线条熨烫到木板上，形成美

丽花纹；通过微课呈现由简单线条组成的美术作品，让学生欣赏

这些线条组合在一起带给人们的艺术感受。学生在赏析、借鉴中

获得艺术创作灵感，而后在木板上进行创作，将美术创意转化成

“作品”的过程，既能够增强他们的审美能力、创作能力，又能够

增强他们的熨烫技法，帮助他们掌握烙画艺术创作技能。[10]

（三）植入问题情境，丰富非遗文化元素

在学生完成对基本概念、技法等基础知识的学习之后，教师

要通过植入问题情境进一步激发学生思维，拓展学生知识边界，

促使其学习收获最大化。尤其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艺术融入

中小学美术课堂的过程中，教师要通过植入问题情境，组织学生

进行问答学习和问答探索，促使他们掌握艺术中底层哲学规律与

底层语言，继而深层次感知烙画的艺术魅力、感悟烙画的艺术内

涵。[11]比如，教师可以结合《美术中的比例》相关知识点设计关

于烙画作品赏析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围绕相关问题进行探究、

思考。教师在烙画作品赏析环节合理植入问题情境，引导学生通

过观察、运算、感知，了解“黄金比例”的概念，及其在烙画作

品中的应用，能够帮助他们深入理解比例的形式美法则，促使他

们有意识的发现绘画、生活中存在的比例之美。[12]首先，教师

可以通过 PPT呈现一组人物，让学生观察这组人物，说出哪个

人的身材比例让人感觉更协调，促使学生主动发现比例对形式美

的影响。其次，教师需要将课前收集的烙画作品，通过图集的方

式呈现出来，让学生进行“找一找”画中哪些部分运用了“黄金

比例”。教师根据学生发言情况，适当融入对作品、构图知识的

讲解，引导学生从不同层面进行作品赏析与美术知识学习，有助

于学生深化理解层次，同时将相关美术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储

备、鉴赏能力、创作能力。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艺术融入中

小学美术教学时，教师要善于运用此类问题情境促进学生对相关

知识点的理解与提炼。[13]

（四）设计作品评选活动环节，加深艺术内涵感悟

教师引导学生创作、赏析烙画作品，通过烙画作品了解中国

美术领域发展，是丰富美术教学内容中文化元素、促进非遗文化

传承的重要举措。构建中小学美术课堂时，教师既要重视美术创

作活动，也要优化作品评选活动环节，让学生在评选自己最喜欢

的烙画艺术作品过程中加深对其艺术内涵的感悟。[14]比如，在学

生掌握《美术中的比例》相关知识点之后，教师可以邀请学生选

择一幅自己创作的烙画作品推荐给大家，并在其他学生推荐的烙

画作品中选出最喜欢的一副，为其“点赞”。[15]在此过程中，教师

要提示学生运用比例的形式美法则分析作品，从新的视角进行作

品赏析，以丰富学生审美体验、提升学生审美能力。当学生从自

己的烙画作品中选出最满意的一幅作品之后，教师邀请学生用简

练的语言讲解作品，培养学生运用学科视角感知美、运用学科语

言进行表达的能力，并帮助在美术知识与烙画作品之间建立更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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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联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欣赏、讲解、推荐、“点赞”，理解烙

画作品所传达的人类共同情感，能够提升审美判断能力、批判性

思维、传统文化素养。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艺术在中小学美术教学的渗透，能够加

深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让学生在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提升美术学科素养与传统文化保护意识。这需

要教师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艺术概况，充分意识到其融入中

小学美术课堂对学生全面发展、非遗传承保护方面的重要价值，

通过引入信息技术、优化熨烫技法练习环节、植入问题情境、设

计作品评选活动环节等多种措施优化教学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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