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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教育》

前言

　　跨入21世纪的中国，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已把教育放在优先发
展的基础地位；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又十分明确地把美育纳
入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中来，给予美育以应有的地位，终于使社会主义教育成为一种完全的教育。　　
实施美育或审美教育，其最根本的形式或主要的形式，就是艺术教育，因为艺术比其他事物的审美含
量都充盈而集中。但是，艺术教育绝不等同于审美教育，把二者等同起来的观点，实是一种误解。艺
术教育除了包含审美教育的内容、功能之外，还包含非审美教育的内容和功能。尽管有这样的不同，
却都涉及全面素质教育。如果说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涉及不同层面的素质教育，那么，艺术
教育和审美教育却可以或可能涉及全面素质教育。就某一层面的素质教育而言，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
远不及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那样突出、确定、深刻、有力；就全面的素质教育而言，德育、
智育、体育、劳动教育又不及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那样广泛、整合、融通，富有韵致。审美教育和艺
术教育的优点和长处，表明它是全面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种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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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教育》

内容概要

《民间艺术教育》主要介绍民间艺术教育概论、民间画类艺术教育、民间雕塑艺术教育等。对于民间
艺术的分类，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我们没有拘泥于固定生硬的框框，因为毕竟民间艺术是多彩的、
生动的、没有一定之规的。我们用第一章说明了民间艺术的概念、特色，并介绍了民间艺术教育概念
、结构、地位、特点，这些内容可以对后面的部分起到一个提要的作用，以方便大家阅读。从第二章
开始，依次是民间绘画、民间雕塑、民间染织三章；第五章是民间道具，侧重于介绍民间戏曲中使用
的道具，比如皮影、面具、木偶等；第六章内容较多，主要是和人们日常生活需求密切的艺术门类，
比如民间剪纸、民间玩具、民间编织、民间陶瓷等；第七章介绍的是民间服饰；第八章是民间建筑；
第九章主要介绍的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曲、民间曲艺等时间性艺术门类。第十章是国外民
间艺术选萃，包括建筑、雕塑、用品、服饰四大部分，主要选取的是国外一些有一定知名度的民间艺
术形式。最后一章，是民间艺术教育的功能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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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教育》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民间艺术教育概论　第一节　民间艺术的概念　第二节　民间艺术的特色    一、形式    
二、工艺    三、功用      四、民俗内涵　第三节　20世纪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    一、设置研究机构    二
、成立生产部门    三、举办民间工艺品博览会    四、结合旅游开办民间艺术节　　第四节　民间艺术
教育的概念    一、传统教育    二、专业教育    三、非专业教育　第五节　民间艺术教育的结构    一、教
育者    二、受教育者    三、教育渠道　第六节　民间艺术教育的特点    一、寓教于乐    二、结合民俗    
三、实践性强第二章　民间画类艺术教育　第一节　民间画类艺术的基本知识    一、年画    二、铁画   
三、纸织画    四、麦秆画    五、贝雕画    六、唐卡    七、树皮画    八、糖画　第二节　民间画类艺术的
文化内涵    一、民间画类的独特符号    二、民间画类的地域特色    三、民间画类的民俗特色　第三节
　民间画类艺术的技法教育    一、教育目的    二、教育方法    三、教育案例　第四节　民间画类艺术
欣赏教育    一、桃花坞年画《姑苏万年桥》    二、潍坊年画《男十忙》      三、杨柳青年画《四艺雅聚
》      四、山西临汾年画《东方朔盗桃》第三章　民间雕塑艺术教育　第一节　民间雕塑艺术的基本知
识    一、木雕    二、竹雕    三、砖雕    四、石雕    五、核雕    六、煤精雕    七、椰雕    八、泥彩塑    九
、面彩塑    十、酥油（花）塑　第二节　民间雕塑艺术的文化内涵    一、民间雕塑与材质特色    二、
民间雕塑与地域特色　　⋯⋯第四章　民间染织艺术教育第五章　民间道具艺术教育第六章　民间用
品艺术教育第七章　民间服饰艺术教育第八章　民间建筑艺术教育第九章　其他民间艺术品种第十章
　国外民间艺术选萃第十一章　民间艺术教育的意义图片索引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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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教育》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间艺术教育概论　　第二节　民间艺术的特色　　一、形式　　（一）原始　　说中
国民间艺术的造型特征中有原始艺术的影子并不是牵强，因为中国民间艺术的创造者由于生活环境和
历史原因所限，在他们的创作观念中保留了相当多的原始艺术成分。如在创作中，立体与平面交叉，
主观与客观混合，表现世间万物时充满纯朴的情感，没有太多社会规范和礼教的束缚等，这些都说明
它还保有原始艺术的遗风。再如生殖崇拜观念在剪纸“娃娃抱莲”等题材中的体现；彝族古老的“撮
寸已”（变人戏）演绎了上古洪荒年代的情景等等。民间艺术这种表现手法上的原始特征，使得民间
艺术形式在传达人类感情方面得心应手，更加直白酣畅，同时也为今人研究人类上古时期的历史提供
了可靠的资料。　　（二）区域　　民间艺术的造型特点与民间艺术的传承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中
国的民间艺人大多未掌握文字，技能的保持全凭口诀和手把手教授，因此一种类型的民间艺术往往通
过邻里相见、祖孙相娱而保留下来，缺乏大规模广泛传播的基础和可能性。在这一前提下，同一造型
风格的民间艺术往往在一个固定区域内流传也就不足为怪了。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
地域广袤，气候环境变化多样，在不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民间艺术家，其创作理念都必然会有自己鲜
明的特点。如果这一区域的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与外界交流不是十分频繁，那么这种造型上的区域特
点就会保留得更为完整。再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一方有一方的土特产，这种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质
料直接决定了民间艺术由于就地取材而形成的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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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教育》

精彩短评

1、作为教材来买的书，其实这本书综合来讲不是非常好。作为将艺术类的书，不应该有过多的文字
，至少多配些插图，这本书做的不好。书以论述为主，涉及的面非常广，自然无法深入每一个类别，
可以做目录参考，以这本书为目录，自己在网上找具体艺术的详细介绍。
2、是别人介绍买的。主要看了椰雕部分。感觉还可以吧！！
3、没仔细看过，虽然有点图文并茂，但是是黑白的。
4、为了写课题报告买的，实用！
5、教师参考类用书，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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