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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校本课程建设已成为我国教育革新的客观要求。

对于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乡村小学来说如何在教育改革与自身师资力量薄弱、课程

建设负担沉重的双重压力与挑战下，响应国家课改要求，立足本土文化与现实，打

造属于本校的校园课程已成为众多偏远乡村小学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魏庄联办小

学作为我国河北偏远农村小学之一，在教学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仍然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开发了剪纸课程。该课程立足本土文化，基于乡村现实制定剪纸课程开发

方案、课程目标；有效衔接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节省师资力量；促进多方评价主

体的参与，完善评价体系，在困境中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不仅促进了学校软实力的提高与发展，也发挥了一些小学生的剪纸特长，丰富了农

村小学生的校园生活，提高了本校小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也为其他处于同样困境

中的乡村小学开展校本课程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思考。论文通过五个部分

对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进行了个案研究。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对

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第

二部分对民间剪纸作为课程开发的理论依据以及教育价值进行了阐述。第三部分则

对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的开发背景、原则与优势、开发方案设计与教学目的进行

了分析。第四部分对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实施策略、评价方式以及具体案例进行

了阐述分析。第五部分则是总结了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在开发与实施中的可供其

他乡村学校参考借鉴的一些经验以及促进剪纸课程更好发展的几点思考。本论文的

创新之处是通过对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进入学校教学内容的迫切性、在农村地区

开展的可行性、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开发社区资源的方法，剪纸课程实施方

面的方法和技法以及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思考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对魏庄联办小学剪

纸课程从开发到实施与评价的整个体系作了相对完整的个案研究，对该校的剪纸课

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力求为该校剪纸校本课程更好的推行以及对开展相同

或相近课程的农村小学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提供一定的经验与借鉴。

关键词：剪纸课程；开发方案；实施策略；经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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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quality education, school-based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n China. For the rural primary schools with the relative shortage
of teaching resources, how can they respond to the demands of national
curriculum reform under the double pressure and challenge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heavy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urgent problems of rural primary schools to build their school-based
curriculum. Weizhuang Joint Primary School as one of the remote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Hebei Province, with the relative shortage of teaching
resources, it still develops paper-cutting course based on its own actual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local culture and rural reality, the paper-cutting
course formulated its own development plan and curriculum objectives;
Balancing between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and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effectively to save teaching resources; The school have promoted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evaluation subjects and improved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e paper-cutting course has made some meaningful explorations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and achieved some remarkable results. It not only
promoted the soft power of school, but also stimulated the expertise of som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nriched the school lives of rural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mprove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school. It also provided some experiences and thinking for other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the same predicament to develop school-based
curriculum.This paper makes a cas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paper-cutting course in Weizhuang Primary School
through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It includes the
background,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s and
rela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The second part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educational value of folk paper-cutting as a course.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principles and advantages,
the design and teaching purpose of the paper-cutting course in Wei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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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Primary School. The fourth part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methods and specific cases of the paper-cutting course in
Weizhuang Joint Primary School. The fifth part is a summary of the
paper-cutting course in Weizhuang Joint Primary School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which may be used by other rural schools for reference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aper-cut courses. The aim is to provide
som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per-cutting
course in our school and the rural primary schools, which have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school-based courses.

Key words: Paper-cutting course; Development programmes;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Experienc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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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民间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文化的精髓。中国的民间剪纸艺术是民间最古

老的手工艺术之一，它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朴实的文化内涵，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具

体体现。将我国的剪纸艺术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并且能够发扬光大，学校教育起到很

重要的作用。大名县王村乡魏庄联办小学位于大名县王村乡魏庄村南，学校始建于

2006 年，与 2009 年 9 月正式开始投入使用。民间剪纸艺术作为一项我国传统手工艺

术，在魏庄联办小学附近的王村乡农村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王村乡本地的一些村民

群众虽然文化水平不是那么高，但他们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剪出的虫、鱼、花、鸟

活灵活现，深受人们的喜爱。该校一大部分学生从小受农村传统家庭环境的熏陶，

熟悉剪纸，同时也热爱剪纸。

剪纸需要学生同时运用手、眼和大脑，并且要各个器官默契配合。剪纸手工的

制作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从而得到生理上的和谐发展，该活动不但能陶冶

学生的民族情操，使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得到提高与发展，促进学生的眼手脑灵活

发展，有利于小学生的智力开发和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魏庄联办小学在 2009 年建

校之初就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出发点，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把特色办学作为学

校办学理念，这个特色就确定为剪纸。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魏庄联办小学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至 2010 年以来，成立了剪纸课程编辑委员

会，校长亲自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抽调数位年富力强、业务精湛的骨干教师，到

各个村庄走访当地剪纸情况，深入生活实际收集资料，通过查阅相关书籍，上网搜

集剪纸相关资料，将各种资料汇集整理，汇编成册，编写了该校的剪纸校本课程《剪

纸入门与鉴赏》，将剪纸这一民间艺术引入课堂，并把剪纸课程编入课程表，每班

每周至少安排一节剪纸课程。同时，该校将校园文化建设与剪纸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校园文化及班级文化布置均凸显剪纸主题，各班教室均开设剪纸作品展示专栏，各

教室门窗均张贴剪纸作品，营造浓厚艺术氛围，使学生受到良好教育熏陶。至剪纸

课程开展以来，学校先后荣获了“综合类特色学校”、“‘双爱好’示范校”等荣

誉称号。2016 年 10 月，魏庄联办小学申报的邯郸市艺术类（剪纸）特色学校，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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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邯郸市教育局验收，被授予“邯郸市特色学校”称号。本论文选择魏庄联办小

学剪纸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进行个案研究，旨在对魏庄联办小学在剪纸课程开发与实

施的过程中取得的成果深入分析研究，通过总结经验，反思问题提升魏庄联办小学

剪纸课程的质量，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和学习兴趣的提高。

1.2.2 研究意义

对于农村学校而言，开发特色课程或校本课程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农村

最能体现一个地方独特的地域特色，农村的巷子里有艺术，农村的老人有技艺，地

方戏曲、中草药、中华武术、编织技艺、种植养殖等领域在农村的学校校本课程中

都可涉及。魏庄联办小学作为大名县农村小学的一所代表学校，各种办学条件并不

理想，但经过八年的开发与实施，剪纸特色课程却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说明办学

条件与校本课程的开发实施并不是呈正比的，这对于所有贫困地区的农村小学来说

得到的启示是在办学条件落后的农村小学也有可能开发出令人瞩目的特色课程。本

论文对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进行个案研究，力求为该校剪纸课程更

好的推行以及对开展相同或打算开发民俗校本课程的农村小学校在校本课程或特色

课程开发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提供一定的帮助。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国内研究现状

利用“剪纸校本课程”作为关键词，采用精确检索的方式，在中国知网中对 1999

年到 2017 年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检索，共检索到期刊 5篇，论文 2篇。

从研究内容看，国内剪纸校本课程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学者们对剪纸进入学

校教学内容的迫切性、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可行性、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一

些剪纸教学方法和技法的研究较多，而对于已经开展了剪纸校本课程的学校在开发

实施过程中的一些优秀开发和实施方法经验的总结以及偏远乡村学校立足学校现实

问题解决自身校本课程发展问题的研究甚少。

一些学校对本校实施剪纸校本课程开发的心得体会、一些策略也有分享，但只

是一些只言片语，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开发与实施流程方法。我国已经开设了剪纸

校本课程的学校在开发实施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及优秀经验缺乏有效分析及更深层次

的解答。一些剪纸课程开发实施走在前列或者有优秀借鉴经验的一些教育现象经验

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推广，以期为该校剪纸课程更好的推行以及对开展相同或

相近校本课程的农村小学在课程开发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提供一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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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借鉴。

1.3.2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从十九世纪初开始,一些学区就强调学校参与课程开发的活动。一些学者对

美国的校本课程进行了几次大的评估, 他们最终得出结论：成功的课程特点是,学校

教师根据学校特点和教育思想,设计出最适合教师教学风格和教学技能的校本课程，

以学校实际为本的校本课程不仅使得教师们掌握了新的教学技能,而且还增强了教

师的主人翁意识。①在学校的校本课程的开发过程中, 教师或教师小组完全可以把方

针政策与教师的积极参与融为一体。此外，一所学校的校本课程能否获得成功,学校

校长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英国政府将学校是否开展校本课程作为提供办学经费多少的一个重要标准，它

被列为教师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重视教师校本课程开发能力的提高和校本课程开

发权力的保障。因此，学校教师积极参与校本课程的开发。
②
英国特别注重教师校本

课程开发能力的提升，不仅拨出大批经费用于教师校本课程的专业培训，还把学校

作为教师成长基地，推动校本在职培训的开展。除此之外，英国还特别注重国家课

程和校本课程的均衡发展，并且注重校本课程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

澳大利亚的教育政策特别重视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大学与中小学合作互相取

长补短，具有非常大的合作优势，这样既有利于促进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同时也

促进了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建立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不仅涉及组织结构的变化，

还涉及学校管理的变化，如教师专业发展、任用和政府资源。

总之，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学习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开发校本课程所积累的

成功经验。总结一下这些经验可以为学校剪纸课程得顺利开发与实施提供一些有意

义的启示。例如加强教师校本课程开发的能力、意识和理论水平，加强课程专家与

小学教师的合作，提高专家参与小学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参与度。把教师对校本

课程开发的程度与评优晋升制度相结合，使教师融入到校本课程开发的队伍之中，

促进校本课程的顺利开发。要争取校本课程开发的外部支持，比如说教育行政部门

的支持、家长的支持与参与社区重要人士的参与。最后还要注重教师的在职培训，

如课程理论、意识与开发能力方面的培训，这一过程既可以在一些高校进行，也可

以请有权威的校本课程专家来学校讲座，增强教师的校本课程开发的意识。
③

①Mash,C.Reconceptualizing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London,The Falmer Press,1990,40-41.
②王纬.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与实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182-183.

③杨龙立.校本课程的设计与探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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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方法是个案法和总结法。把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有关资料对其进行全面、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从中

提出该课程在开发与实施中的基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可参考性的可借鉴经

验与思考点，以促进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的更好发展。依据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

程开发与实施中所提供的事实，对自己工作经验作出的总结，按照科学研究的程序，

分析和概括其中所蕴含的教育现象，揭示出魏联小学剪纸课程开发与实施与课程建

设理论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使之上升为可供借鉴的教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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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间剪纸作为课程的开发依据及教育价值

2.1 民间剪纸作为课程的开发依据

从 1989 年开始，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加快步伐。“课程资源”

一词也开始被人们所认识与关注。教材不再是教师和学生唯一可利用的资源，而是

成为了一个动态的、需要师生不断开发生成的过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指出要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校内外各种课程资源。广泛使用校外图书馆、博物馆、

展览馆、科技馆、工厂、农村、军队等各种社会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积极利用

和发展信息技术课程资源。作为一门学科，艺术课程也是一门人文课程，除了艺术

知识的研究外，更适合学生提高艺术的审美与体验，培养学生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约瑟夫·施瓦布的“实践课程模型”与斯滕豪格的“教

师就是研究者的运动”，
①
此二者的理论为校本课程的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近年来，

在编写美术教科书时，编辑将一定数量的民间艺术编写入小学美术教材已成为一种

主流趋势。湖美版的小学美术教材中的民间艺术成分是最多的。其中编入的中国特

有的传统艺术文化有蜡染技术、川剧脸谱、少数民族服饰以及木刻年画等一系列中

国民间艺术形式，民间美术内容约占到教材总量的百分之十三，民间艺术就是一个

国家的草根艺术，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出现在教材中刺激了小学生的视觉感官激发

了小学生浓厚的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之情。

自 1990 年以来，我国的美术课程扩充了很多艺术课程资源。国家教育委员会对

小学教科书进行了审查。小学艺术教学大纲明确指出：“在小学的美术教学内容中，

应该有一些民族特色，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提高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同时“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教学内容应该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当地社

会和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按照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比例补充到当地的教科书中来反映当

地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1990 年的义务教育全日制艺术课程标准指出：要初步了解中外艺术的发展，尊

重人类文化遗产，可以简要总结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在实施建议中，课程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被写入，学校与艺术画廊，博物馆和社区合作开发各种形式的艺术教育。

我国在 2004 年修订了义务教育全日制艺术课程标准后，在实施方案中增加了课

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充分利用自然和社会文化资源”和“积极开发地方美术课

① Rudduck,J.&Hopkins,D.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1985,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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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资源”的表述。其中指出：学校教师可以利用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进行艺术

教学。“农村、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可以适应当地情况，充分利用当地

资源开展独特的艺术教学活动。”首次在课程标准中增加了对民间艺术和文化遗产

资源开发利用的表达。

2.2 民间剪纸作为课程开发的教育价值

2.2.1 文化传承功能

剪纸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剪纸起源于西汉，是一种流行的民间艺术

形式，在中国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剪纸艺术的出现与节日或婚礼等民间节日密切

相关，逢年过节农村里通常会在擦干净的玻璃窗上贴上各种喜庆窗花，称得节日气

氛更加浓烈。剪纸发源于民间，它不仅是中国的民间艺术瑰宝，也是世界艺术宝藏。

它既生动简约又夸张有趣的艺术风格独具艺术魅力。

剪纸艺术中的各种图像通常具有其象征意义，并且不同的图案被用作祖先和神

的装饰。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对于吉祥纳福、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体现了民族

文化中消灾避邪的思想，还民俗文化中古代人民对于生殖文化的崇拜。它蕴含了民

俗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价值观念等传统思想，这些思想潜移默化的影

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例如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杨家将、二十四孝等故

事剪纸作品在无形中教育人们要忠孝，对人们的价值选择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与教化

作用。剪纸艺术具有调节作用。它满足人们的精神和心理需求，也使古时候的人们

的时间得到了消遣，得以娱乐身心。例如，婚礼剪纸“百子图”表达了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同时，人们的身心在剪纸过程中也是愉快的。此外，民间剪纸艺术还

具有维持作用。它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一直都保留着人们的传统生活主题，避免了

民俗文化传承中的断裂，促进维护家庭和群体的社会关系，提高民族凝聚力。然而，

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古老的节日仪式被现代速成文化所取代，市面上大量的塑料窗

花，以及殡葬方式的改革已缩减了剪纸在传统节日、居室装饰以及封建迷信等方面

的运用。只有个别家庭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在保留着剪纸这样古老的文化艺术

形式。为了防止古老传统文化的失传，2009 年剪纸和广东粤剧、西安鼓乐等其他 22

个项目一同入围申遗成功。

综上所述，剪纸艺术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它集中反映

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主题，满足了人们的心理与精神追求，反映了民族文化的主流思

想，使民俗文化得到了传播，在民间艺术文化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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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审美教育功能

剪纸艺术是一种镂空的二维艺术，色彩鲜艳、表现手法生动有趣，它之所以列

入小学和初中美术课本，与它所具有的审美教育功能是分不开的。

装饰美。在剪纸艺术中，虽然剪镂刀刻的痕迹各具风格，但生动别致的纹样、

内涵丰富的主题内容以窗花、贴画等形式张贴于它物之上，以供欣赏或增加它物之

美，均体现了其装饰性的特点。

色彩美。剪纸可分单色剪纸和复色剪纸。多色剪纸还包括染色、配色和颜色填

充。复色剪纸颜色绚丽多姿，色调鲜明，明暗搭配有序，具有很强的色彩搭配学问。

对称美。中国人讲究对称美。在一组剪纸中，可以切割和折叠一张纸以切割一

个或多个对称图案。中心稳定却又细致多变，给人一种灵活多变却又不失对称的美

感。

空间美。在剪纸作品欣赏时可以看到一些图案紧凑的作品在有限的空间里图案

动静结合、主次分明、内容丰富、留白处辅以各种装饰纹样来衬托主题，画面看起

来很拥挤，但实际上它是动态的，静态的，和谐有序的，具有很强的视觉张力。

2.2.3 全面发展功能

校本课程主要是为了弥补国家和地方课程的缺陷不足，为学生提供适合学情的

课程资源，让学生有学习的兴趣有选择性的进行学习。尤其是在乡村小学教学资源

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教师数量严重短缺，学科开设不全面，在原始的包班体制和管

理制度下，一位教师既是班主任，又是各科的任课教师，在繁重的工作量下疲惫不

堪，小学生对于每天一成不变的老师与课程安排也是倍感厌倦，厌学情绪蔓延。因

此，必须突破农村各种障碍，开展符合小学生发展的各种兴趣课程。“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只有学生感兴趣的校本课程才能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动员小学生的

主动性。魏庄联办小学的剪纸课程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乡村小学课程单一，知识

的学习与小学生的生活与兴趣相脱节的不足，在剪纸课上，学生既体会到了知识学

习的价值，又体验到了生活与知识学习的乐趣。本校剪纸课程的开发就是借助教师

的力量，沟通小学生知识学习与学生兴趣之间的联系，让学生热情起来，全力推动

小学生的道德，身体和艺术工作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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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的开发

3.1 剪纸课程开发的背景

3.1.1 剪纸课程开发的理论背景

魏庄联办小学以在 2009 年学校初成立就紧密结合现代教学理念和办学理念，将

民间剪纸艺术作为本校重点发展的课外活动，之后经过长期努力将其发展为本校的

剪纸课程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课改要求。2001

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试行），因为在我国课程管理过于

集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实行三级课程管理体制。一个学校是否积极开发课

程资源，开展本校特有课程已成为衡量学校课改的重要标志。只有将乡土文化融入

到学校教育中，让学生对乡土文化有所掌握与了解才能真正激发出学生对家乡的热

爱，因此，在农村，民俗文化已成为农村学校校本课程开发的首要选择之一。其二，

社会氛围。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古老的节日仪式被现代速成文化所取代，市面上大

量的塑料窗花，以及殡葬嫁娶方式的改革已缩减了剪纸在传统节日、居室装饰以及

封建迷信等方面的运用。只有个别家庭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在保留着剪纸这样

古老的文化艺术形式。这使得剪纸艺术濒临失传，为了保护这些频临失传的民间手

工艺，2009 年剪纸艺术正式被申请为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这也为 2009 年建校之初

的魏庄联办小学开展剪纸课程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因素。其三，政府重视。早在党的

十六大的报告中，就对民族精神的重要性有过表述，国家和政府已高度重视民俗的

传承和保护，认为培养民族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纳

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

3.1.2 剪纸课程开发的实践背景

大名县王村乡魏庄联办小学位于大名县王村乡魏庄村南，学校始建于 2006 年，

于 2009 年 9 月正式投入使用。本地的一些村民群众，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用

自己灵巧的双手，剪出的一张张花、鸟、虫、鱼，活灵活现，深受人们喜爱。我校

大部分小学生从小受家庭环境熏陶，熟悉剪纸，同时热爱剪纸，而且之前学校一直

将剪纸作为本校学生的课外活动，学生对此有一定的兴趣爱好和功底。

剪纸需要学生同时运用手、眼和大脑，并且要各个器官默契配合。剪纸手工的

制作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从而得到生理上的和谐发展，该活动不但能陶冶

学生的民族情操，使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得到提高与发展，促进学生的眼手脑灵活

发展，有利于小学生的智力开发和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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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庄联办小学在2009年刚成立就结合现代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以创新为核心，

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基础，大力实施特色发展战略，把特色学校定为学校的基本理念，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这个特色就确定为剪纸。

3.2 剪纸课程开发的原则与优势

3.2.1 剪纸课程开发的原则

第一，贴近当地小学生的实际生活。学生进行知识学习时常常会想：“我为什

么要学习这些知识?他们有什么用?”因此，让学生知道他们所学知识的价值以及能

在生活中运用所学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新一轮基础课程改革的核心指导思想就是围

绕生活，每个人都学到了学有所用的知识。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每个

人都学习有价值的数学”。教学内容应该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以满足不同的学习需

求。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每个学生都不是空着脑袋进入课堂的，而教师的任务

就是要帮助学生在其所熟悉的真实生活情境之间和新的知识情景之间联立起联系。

民间剪纸艺术根植于民间，尤其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传统文化受经济的冲击

力小，民间的传统手艺得到了比较好的传承。魏庄联办小学所在的大名县王村乡位

于大名县西北 25 公里处，是国家重点扶助的贫困县的贫困乡，经济严重落后，学校

的学生收自于周边的村落，每个班里有一多半的孩子是留守儿童，由祖父母外祖父

母来照顾，而这些老人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对于当地的民俗传统文化非常了解，这

就使得我校小学生从小受家庭熏陶，熟悉剪纸，热爱剪纸，对于剪纸的由来、作用、

刻法、剪法了然于心。剪纸课程的开发实施在当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浸染着每

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橱窗、楼道、墙壁、专栏…学生剪出的每一张剪

纸作品都抒发着对家乡地域特色强烈的认同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也油然而生。

第二，激发农村小学生勤动手动脑的欲望。剪纸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不同的校外

课程资源，使学生有了学习的兴趣。尤其是在乡村小学教学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

教师数量严重短缺，学科开设不全面，在原始的包班体制和管理制度下，一位教师

既是班主任，又是各科的任课教师，在繁重的工作量下疲惫不堪，小学生对于每天

一成不变的老师与课程安排也是倍感厌倦，厌学情绪蔓延。因此，必须突破农村各

种障碍，开展符合小学生发展的各种兴趣课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学生感兴

趣的校本课程才能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动员小学生的主动性。魏庄联办小学

的剪纸课程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乡村小学课程单一，知识的学习与小学生的生活

与兴趣相脱节的不足。在剪纸课上，学生既体会到了知识学习的价值，又体验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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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知识学习的乐趣。本校剪纸课程的开发就是借助教师的力量，沟通小学生知

识学习与学生兴趣之间的联系，让学生热情的去将手脑动起来。

第三，低成本，让乡村小学生量力而行。一所学校在选择自己的特色校本课程

时一定要把课程资源的成本问题考虑进去，这里的成本问题既包括资金成本也包括

时间成本。特色课程在农村小学是否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它

不仅受到诸如学校领导者的教育哲学思想和办学理念的影响，还受教育资金、家长

支持度等方面的影响。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里的一所普通的乡村小学，县里办学资金

的紧张不必多说，如果课程成本高，学生课前准备的学习用品花费大，这样不仅学

校难以承担，连家长对课程的支持度也会大大降低，这样的特色课程也失去其长久

开发实施的动力。

3.2.2 剪纸课程开发的优势

首先，我校以剪纸作为本校课程的一个条件就是乡村地方剪纸习俗的影响。邯

郸作为中国古代的赵国之都，受燕赵文化影响深刻，故民间剪纸艺术在燕赵民俗活

动中盛行，各种人生礼仪、传统节日、居屋装饰、刺绣、巫术信仰都可以或多或少

看到剪纸艺术的存在。在河北的城市里，市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流动人口多，

对外来文化的融合使当地一些民俗传统文化受现代经济的冲击较大，现代生活节奏

加快，古老的节日仪式被现代速成文化所取代，市面上大量的塑料窗花，以及殡葬

方式的改革已缩减了剪纸在传统节日、居室装饰以及封建迷信等方面的运用。只有

个别家庭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在保留着剪纸这样古老的文化艺术形式。然而，

在邯郸当地的农村里，家中老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一辈子在农村里的生活经

历，传统的生活习俗，如礼仪和节日习俗，已经代代相传，相对完整，并得到了继

承和发扬。魏庄联办小学位于大名县的北部王村乡，距邯郸市与大名县都很遥远的

距离以及不方便的交通再加上当时除了人均占有量非常有限的农田没有任何的工业

使得当地老百姓非常贫穷，大部分年轻人外出打工，孩子由家里的老人来照看，本

地的一些村民群众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中一些妇女心灵手巧，剪出的一些鱼

虫花鸟作品生灵活现，受到大众的喜欢。我校学生从小受到家庭熏陶，很多孩子都

喜欢和热爱剪纸艺术。

其次，魏庄联办小学之所以选择剪纸作为本校的课程是因为剪纸在该校的发展

已具备了一定的开发条件。在具备的基本条件方面，该校围绕剪纸这项手工艺术开

设课外活动已有多年的历史。它是该校所普及的一项课余活动。在 2010 年，剪纸初

步确定纳入地方课程，编入该校的课程表，每周每班至少安排一节剪纸课程由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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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进行授课指导。各班要遵照课表严格将剪纸课程落实到位，不得私自调课、占

用，以保证剪纸课程实行的常态化。在该校剪纸课程开设期间与开设之初，该校校

本课程编辑委员会委员还专程邀请周边乡村擅长剪纸的老人，艺人到学校示范剪纸

的一些基本剪法与创作，学生长期进行一些剪纸刻纸的基本技艺练习，在老师的指

导下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的创作与创新。其次，在资金方面，大名县王村乡中

心校每年设专项资金来支持魏庄联办小学的剪纸特色课程，定期为师生提供剪纸材

料和工具，邀请上级主管领导参观访问，提供可行性意见和建议，保障魏庄联办小

学剪纸特色课程的顺利开展与实现特色课程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该校校本课程编

辑委员会已在探索中开发编写了该校的第一本校本课程《剪纸入门与鉴赏》，该课

程已在实践运用过程中检验,已待进一步的根据年级分类细化，进一步完善。该校的

剪纸特色文化已有雏形，校园文化与各班的班级文化布置在各有特色的基础上均凸

显出了剪纸主题，校园里十个班级均开设剪纸作品展示专栏，各个教室门窗玻璃都

贴有学生作品窗花并且每月定期更换，校园内每年两次大型主题剪纸活动为学校创

造了浓厚的剪纸艺术氛围。在邯郸市的特色学校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力。至剪纸课

程开展以来，学校先后荣获了“综合类特色学校”、“‘双爱好’示范校” 等荣誉

称号。2016 年 10 月，我校申报的邯郸市艺术类（剪纸）特色学校，顺利通过邯郸市

教育局验收，被授予“邯郸市特色学校”称号。

3.3 剪纸课程开发方案设计及教学目标

3.3.1 剪纸课程的开发流程

一所学校的校本课程从零开始需要充分的课程开发程序和技术准备。魏庄联办

小学剪纸课程的开发也需要学校全体成员的参与，包括校长、副校长、教师、学生、

家长以及一些社区擅长剪纸人员的参与、规划与评价。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的开

发也可以简化为五个步骤，即组织建立──情境分析──确定方案──组织实施─

─评价改进。

第一，剪纸课程的组织建立。首先，学校在成立一种课程之前，应该建立一个

民主开放的校本课程组织或课程委员会，为学校的校本课程发展提供组织上的保障。

它本身应该是一种宣传和动员，提供支持和服务，以加强沟通，对话和理解，增强

凝聚力和归属感的过程。因此，课程工作组应该有广泛的代表性。其工作程序应民

主，开放，科学，合作，有利于教师专业自主的充分发展和表达。魏庄联办小学在

进行剪纸课程开发时，最初成立了剪纸课程编辑委员会，通过开会举手表决，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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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主任、五名教师被选为剪纸课程委员会委员。另外还邀请了三名社区人士参与。

其职责是审查剪纸课程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制定相关的发展和管理方法，检查和监

督剪纸课程的实施。

第二，剪纸课程设计的情境分析。一所学校在设计自己的校本课程时，首先要

做的关键步骤是对学校的情境分析，明晰学校的教育哲学、需求评估、资源分析和

问题反思。

明晰学校办学理念。学校的发展方向离不开其办学理念的支撑。如果校本课程

的发展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很难为学校的整体学校目标服务。一个学校的办学思想

是不是明晰，得到全体师生的普遍认同，学校领导首先要组织学校师生扎实做好具

体工作。

需求评估和资源分析。需求评估是根据学生的需求，家长的期望，社区的要求

来进行的。资源分析是对校园和校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条件进行的分析。目的是在

于弄清校本课程在本校开发和利用的优势以及其所受的限制。学校校本课程最大的

生命力在于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学校开设的校本课程有没有必要和持续的动力很大

程度上取决取决于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与此同时，学校还要考虑现有资源进行剪纸

课程开设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问题反思。在学校办学思想的指导下，在需要评估和资源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反

思。那些方面是应该做而且有条件做好的，那些方面是还能够做的更好的方面。

第三，剪纸课程方案的确定。这一环节主要是剪纸课程总体目标和大致结构的

确定。在以往的需求评估和资源分析的需要上确定剪纸课程的基本框架，课程结构，

科目和纲要。在制定课程开发的总目标时首先要考虑好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针对

学生而言的课程目标，二是针对教师而言的教师发展目标。开设的剪纸课程所制定

的目标，要用国家课程的课程目标来表述，尽可能清楚的陈述出学生应获得的知识

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要求。

第四，剪纸课程的组织与实施。从剪纸课程的规划、设计到组织实施，有很多

工作要做。首先，学校需要为相关的剪纸课程编写发展指导文件。魏庄联办小学为

开发剪纸课程所撰写的文件主要有《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开发方案》和《魏庄联

办小学剪纸课程开发指南》。剪纸课程开发方案是对剪纸课程的全面把握与总体规

划，它明确了剪纸课程开发的指导思想和方向。其框架为剪纸课程的下一步开展奠

定了基础。《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开发指南》主要侧重于剪纸课程在魏庄联办小

学的可操作性，其主要内容包括需要评估、剪纸课程开发的总体目标，剪纸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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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结构以及剪纸课程开发的评价与管理规定等。其次，老师应该写剪纸课程大纲。

在制定好相应的剪纸课程文件后，学校就要着手开始组织申报与审议。首先，填写

申请表，写一份简明扼要的教学大纲，并将课程导论附在学校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初审之后，填写审议表，公布审议结果，并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审议、备案。接下来

召开校本课程发布会。

第五，评价与改进。剪纸课程的评价与改进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动态过程。主要

包括对剪纸课程的评价、对教师工作的评价、对学生学业的评价等。目的是为了促

进教师和学生在课程教与学中学会反思，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业水平。评价

方式也多采用形成性评价。

3.3.2 剪纸课程开发方案设计

魏庄联办小学为开发剪纸课程所撰写的《剪纸课程开发方案》,是由该校自主开

发的剪纸课程计划。其内容主要包括学生需求评估、剪纸课程开发的总目标、剪纸

课程的结构以及剪纸课程实施和评估的设想和保障。剪纸课程开发方案是对魏庄联

办小学剪纸课程的总体规划，它规定了该校剪纸课程开发的总体指导思想和努力方

向。接下来的校本课程开发工作都涵盖在它的指导框架里。
①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

程开发方案》详见附录。

3.3.3 剪纸课程开发的教学目的与目标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开发的教学目的是为了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了解剪纸艺术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保护的重大意义，激发学生感受民族文

化失传的危机感和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使命，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民族

自豪感与自信心。并且通过剪纸的学习，使学生体会到剪纸的乐趣，学会与他人合

作，主动学习，提高农村小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激发农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目标是能够说明学生在剪纸教学后会发生的变化，并说明了学生在剪纸教

学活动中所被期望得到的学习成果。教学目标指导着整个教学活动，使教学活动始

终围绕教学目标的实现进行。在剪纸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倡导的教学目标按照国

家课程的教学目标来表述:在知识与技能方面，学生可以通过对剪纸课程的学习掌握

一些剪纸的基础知识和技巧。了解剪纸中基本的剪纸符号与表现手法，能根据教师

的要求剪出所要求的造型。在过程和方法方面，可以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讨论交流

来开展剪纸教学，学会主动学习，合作学习，培养小学生的团队意识。通过走访、

① 高慎英.小学校本课程开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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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搜索、搜集民间传统故事等多种方法与渠道完成剪纸作品，促进学生综合素质

的提高。最后，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学生可以通过剪纸的学习来提高他们的

艺术审美能力和综合艺术修养。感受到艺术创作所带来的快乐，热爱艺术，热爱生

活，热爱祖国，自觉弘扬与传承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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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实施策略

4.1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师资建设及课程建设

4.1.1 师资建设

学校发展，教师为本。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的发展离不开魏庄联办小学对于

剪纸课程教师队伍的建设。魏庄联办小学教师共有 25 人，其中 22-30 岁教师有 13

人，占了教师人数的 52%；31-40 岁教师有 8 人，占教师人数的 32%；40-55 岁教师

有 4人，占教师总人数的 16%，男教师 5人，占教师人数的 20%。学历达标率为 100%。

中师学历的魏庄联办小学教师有 4人，大学本科学历的该校教师有 19 人，大专学历

的教师有 2 人。魏庄联办小学的教师队伍比较年轻。而且所有教师经过长期的农村

教育实践都吃苦耐劳、了解农村教育实情、工作积极主动，责任心强。

在师资建设措施方面，首先，全校参加剪纸课的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学习现代

课程先进理念。教师要认真钻研剪纸教学与技法，充分运用校内外的课程资源，制

定教学计划，进行集体备课，创设良好的剪纸课堂环境，以剪纸课堂为突破口，培

养学生的艺术审美情趣，提高学生欣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同时，提高全

体教师的课程建设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提高教师的剪纸课程教学水平，努力探索

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规律。其次，定期对剪纸课教师进行多方评价考核，这样可以

保证教师在剪纸教学上的与时俱进，从而使得剪纸课堂能够长期有效的开展。同时

要定期组织学校剪纸课教师外出到开展同样剪纸课程的学校参观交流，不断汲取新

的教学方法与课程开发实施的新举措。最后，农村社区这一得天独厚的校外课程资

源一定要充分利用好。魏庄联办小学选聘了几位思想道德良好，有剪纸专长的剪纸

爱好者充实到剪纸教师队伍之中给孩子们来代课，服务教学，深受孩子们和教师们

的欢迎。

4.1.2 课程建设

首先，将民间剪纸艺术资源进行校本化开发。魏庄联办小学自主开发的剪纸特

色课程就是以课程创编的方式开发出来的，但它不再局限于既有课程科目和课程内

容框架，它在之前就有了一定的实践基础，它是由原来的兴趣小组活动课转化而来

的。2010 年春天，魏庄联办小学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成立了剪纸课程编辑委员会，

校长亲自担任班级委员会主任，抽调数位年富力强、业务精湛的骨干教师，到各个

村庄走访当地剪纸情况，深入生活实际收集资料，通过查阅相关书籍，上网搜集剪

纸相关资料，将各种资料汇集整理，去伪存真，汇编成册，编写了我校的剪纸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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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剪纸入门与鉴赏》，将剪纸这一民间艺术引入课堂，并把剪纸课程编入课程

表，每班每周至少安排一节剪纸课程。同时，我校将校园文化建设与剪纸活动紧密

结合起来，校园文化及班级文化布置均凸显剪纸主题，各班教室均开设剪纸作品展

示专栏，各教室门窗均张贴剪纸作品，营造浓厚艺术氛围，使学生受到良好美学熏

陶。

该校的自编剪纸课程《剪纸入门与鉴赏》包括了民间剪纸历史简介、剪纸基本

概念、剪纸的类型，剪纸的基本特征，剪纸和民间传说的多样性，剪纸的艺术鉴赏，

剪纸工具和材料，造纸工艺和师生剪纸作品。这十个章节的内容在每周一节的剪纸

课上由教师自由调整，为学生一边实践教学一边讲解，将剪纸这门艺术在学生的脑

海里形成系统的知识与学问。根据每一节剪纸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力求融

入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让乡村儿童的学习更接近于传统真实的生活与实践，培

养孩子的创新思维和审美能力。剪纸课程在实施过程中，要求教师钻进教科书里使

用、查阅教科书，同时要站在教科书之外，只要有利于实现教学目标的资源都可以

发展，忽视教科书。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真正成为教科书的主人，成为一个思

想和创新的课程实践者。

其次，体验多媒体课程资源。至从“互联网+”行动在 2015 年被写进政府工作

报告，与此同时，“互联网+教育”也逐渐开始被教育界以及学术界所重视，成为新

的关注焦点和研究对象。互联网教育资源既包括影视资源和网络资源，又包括现代

教育技术资源。在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的开发中，多媒体资源因为跨越了地区、

文化以及校内外的界限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运用。多媒体剪纸课程资源的利用既实

现了地区剪纸资源的共享、实现了学校与教师、教师与学生的共享，为魏庄联办小

学剪纸课程提供了非常丰富而有价值的课程资源。

网络资源的利用。网络资源对于魏庄联办小学的剪纸课程开发具有重大的作用。

首先，网络资源具有超级强大的交互性、高信息含量性，它使农村地区的师生在有

限的时间空间里就能获取到自己想要的课程资源，还可以参与到校本课程的网络资

源建设中，通过网络资源与全国各地的人实现课程资源的交流与共享。这样既节省

了人力与物力，又节省了有限的时间。然而，在浩大网络资源的利用过程中，首先

需要参与剪纸课程的全体师生注意的则是如何高效优化和组合检索的信息。

影视资源的利用。第一部法国电影 1859 年诞生到今天，这部电影已有 150 多年

的历史。在此期间无数经典影视作品诞生，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由于电

影的直观形象，它具有娱乐性，趣味性和可读性，这使得“教育和娱乐”的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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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成为现实。
①
爱因斯坦在给纽约 Rowich 博物馆的一封信中说：“电影作为一种在

早年教育人类精神的方式，是无与伦比的，因为电影可以让思想变得生动。这比任

何其他方法更容易让孩子接受和理解。”因此，影视资源逐渐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

它对于小学生的教育作用不言而喻。

要想有效的对影视资源进行剪纸课程的校本化开发，影视片的选用也要经过大

量的筛选与归类。比如有些影视作品是与剪纸课程相对应的，有些是以主题的形式

出现的，还有的可以用作辅助教学，对这些影视资源可以进行整理归类重组，将其

系列化，引入课堂，教师要着重思考在什么课堂用什么片，什么主题的课堂适合什

么样的影片，一部影片要全播还是进行片段赏析，是播一部还是同类影片组合，教

师在此期间应该怎样指导，采取什么方法进行指导才能发挥出影视作品最大的教育

指导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参与剪纸课程开发与实施的教师针对具体的情境对

影视片进行校本化开发。

魏庄联办小学参与剪纸课程开发与实施的教师们在阅读了相关文献后认为对影

视资源的利用可分为学科课程式、辅助教学式、主题教育式、综合活动式。
②

学科课程式。学科课程式影视资源就是将电影资源引入课堂，整合成一门课程，

有选择性、针对性和系统的对学生进行正面电影课教育，将电影课开展的时间、地

点、场所、教师固定下来，将其学科化。电影资源的学科课程式比传统课程的主要

有以下优点：第一，教材具有趣味性。对于小学生来讲，电影教育要比教师单纯讲

授的文化课更加愉快轻松，而且富有趣味。剪纸课程中所选用的影片大多数都是教

师筛选、专家推荐、以及学生自己选出来的，然后再通过统计淘汰，适时的补增删

减等步骤精心挑选搭配而成，内容可分成欣赏类、学科教育类以及主题教育类。借

助影视资源来进行学科课程教学往往能够更吸引小学生的注意，使他们在观看影片

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学习到不同纹样的剪纸技艺，感受到不同剪纸艺术的熏陶与感

染。第二，电影课作业布置的灵活性。电影课作业布置的方式灵活多样，学生可以

通过观看影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学生可以将自己观看影片后的收获通过写观

后感、提交实际作品、提出自己看法观点等一系列方式呈现出来，内容与方式有感

而发，因人而异。

辅助教学式。我们在剪纸课堂上最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是电影资源的辅助教学

式。即把影视片段融入到课堂中来，与课本教材同步，相同的内容用不同的方式来

①
雷祯孝.电影课催生交响课程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2,11-14.

②
王珠珠.电影课实验在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3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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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同步施教，帮助教师增加教学内容的生动性与多样性，从而强化教学情境，

增强教学效果。例如在学习《剪纸种类》一课中，在学习不同剪纸纹样时，在教师

讲授的同时可以通过观看《剪纸图案大全视频》来对云纹、月牙纹、锯齿纹、鱼鳞

纹、旋涡纹等一系列纹样进行临摹与赏析，加深学生的印象与直观感受。

主题教育式。主题教育式影片也是魏庄联办小学在开展主题教育的过程中经常

使用的一种方式。主题教育式影视资源是指播放一些同样素材的影片来深化教育的

内容，强化教育的效果。例如在学习民间剪纸历史与剪纸的民俗作用时，魏庄联办

小学三年级乙班的教师为学生播放了《剪纸的发展与象征意义》，使学生在观片的

过程中了解了民间剪纸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以及不同剪纸图案的象征意义，

在学习剪纸的艺术鉴赏时，影片《中国民间剪纸赏析系列》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再例如在魏庄联办小学剪纸校本课程中《剪纸的艺术鉴赏》一节中，鉴赏河北蔚县

剪纸的成就与蔚县剪纸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的传承时就可以通过电影《窗花》来对

学生进行情感熏陶与感染。在这部影片中，知青韩江是一个外来人在蔚县生活，面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艺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遭遇到的危机，他勇敢的肩负起了

文化拯救者的角色，他顶住一切困难帮助香儿一家保护了剪纸薰样，同时也确保了

蔚县剪纸文化瑰宝的传承。在蔚县传统的剪纸技艺上，韩江还融合了其他艺术表现

形式，传承与发扬了蔚县剪纸。这样的主题教育式影片一改教师的口若悬河式的说

教，通过艺术的形式来对艺术做出诠释，目标鲜明，内容详实，直观感受性强，对

于小学生的教育效果显而易见。图 4-1 为魏庄联办小学校园剪纸文化艺术节系列学

生的作品：

图 4-1 校园剪纸文化艺术节学生部分作品

综合活动式。就拿剪纸课程来说，综合活动式的常见活动形式有观后影评、人

物剪纸展、剪贴画等。例如，每个暑假多个电视台连续播出的各个版本的《西游记》

深受小学生的喜爱，因此，魏联小学在 2015 年 9 月份开学的第一个活动周举办的《西

游记》最受喜爱动画人物剪纸展中，小学生们根据影视剧中对《西游记》人物的饰

演，在家人的帮助下用刻刀刻出自己心目中的《西游记》人物，赢得了全校上下以

及教育局领导的一致好评。图 4-2、4-3、4-4 为学生刻画的《西游记》人物剪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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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图 4-2 学生作品《唐僧》 图 4-3 学生作品《沙僧》 图 4-4 剪纸展《西游记》

最后，要走进农村“社区资源”。在偏远农村地区的小学校，学校的学习空间

是非常狭小的，然而与学校比起来，农村社区却是一个广阔的资源中心。与剪纸相

关的资源包括山川，民俗，花草树木，麦田，鸟兽，农村社区居民。道德信仰、习

俗和生活价值观是我们剪纸课程的重要资源。广阔的农村社区资源可以弥补农村小

学校课堂资源的不足。农村丰富的自然和社会资源只要能够得到合理的开发，就可

以成为教学资源的一部分，为农村地区学校教学方法的转变和教学资源的扩充提供

有益支持与帮助。

4.2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实施原则及具体实施方案

4.2.1 实施原则

剪纸课程作为魏庄联办小学自主开发的校本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像其他国

家课程一样坚持学生的主体性与全面性原则， 鼓励所有学生参加学校的剪纸教育活

动。 但剪纸课程又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在坚持一般学科课程的教学原则的条

件下，还要在教学的组织实施过程中坚持以下这几个原则。

第一，开放性原则。开放性原则是指剪纸课程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出校本

课程的特点，在教学内容、形式以及模式上都不可只局限在传统的课堂模式中。教

学目标呈现多样性，教学内容要更为宽泛，教学活动要最大限度的发挥学生的主动

性与主体性，教学评价要体现主体的多元化，注重学生的发展。

第二，灵活性原则。作为校本课程的一种，这注定剪纸课程的教学手段与教学

空间时间都要灵活多变，激发不同特点学生的兴趣爱好，提高学生对于课程的主动

参与度。

第三，自主性原则。剪纸课程主要是实践活动课程。即使在讲授剪纸知识与细

file:///C:/Users/guoqiang/AppData/Local/Temp/KuaiZip/0089002700ca0010008c009900e9006e.temp/PaperPass-%E6%97%97%E8%88%B0%E7%89%88-%E6%A3%80%E6%B5%8B%E6%8A%A5%E5%91%8A/htmls/sentence_detail/532.html
file:///C:/Users/guoqiang/AppData/Local/Temp/KuaiZip/0089002700ca0010008c009900e9006e.temp/PaperPass-%E6%97%97%E8%88%B0%E7%89%88-%E6%A3%80%E6%B5%8B%E6%8A%A5%E5%91%8A/htmls/sentence_detail/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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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时，也应重视学生已有的学习经验，少讲授多指导，让学生尝试着自己去参与学

习， 给学生留下更多的时间去体验、实践、思考、想象与创造。

4.2.2 实施方案

民间剪纸作为我国民间美术领域的一项重要艺术反映了不同地区的地域特点以

及乡土风情，体现了从古至今我国不同地域人民的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而学校教

育作为一个载体与平台将民间剪纸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本校的美术课程有效衔接

融合将其保护传承并发扬光大显得尤为重要，各所农村小学在进行民间剪纸课程开

发与实施的同时既要保持其原有的“民间”特点，又要挖掘出其与小学美术课程所

衔接的部分，结合二者，使小学生在快乐的学习与体验美术的过程中体会到民间剪

纸的文化艺术价值与美学价值。

由于地理位置、习俗和审美品味的差异，剪纸之间的区域风格和技术存在差异。

例如，北方的剪纸是厚实的、粗糙的、无辜的、简单的，而南方的剪纸是美丽、美

丽、严谨、细长。北方剪纸民俗风情浓郁，速度简单，南方剪纸注重线条，构图复

杂等，但任何剪纸区域都有其共同的切割方法、符号，创作工具简单易行、成本低、

易于推广。魏庄小学的剪纸课程有序地整理了民间剪纸课程的基本内容与造型技法，

体现了对不同学习阶段小学生的阶段性学习要求，并且在课堂上逐步渗透着对不同

地方剪纸风格与多种民间艺术形式的借鉴与赏析。本课程努力尝试探索一种合适的

使民间艺术走进课堂的实施方式。

第一，剪纸课程总目标。

通过剪纸课程的学习，魏庄联办小学学生能够掌握剪纸的基础知识、技法，了

解一些基础的剪纸文化、剪纸符号，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能够主动积极参与到

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中。

第二，不同年级具体剪纸课程目标。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主要针对三、四、五年级开设，一、二、六年级由于学

生身心发展特点以及各种不可抗力暂不开设。由于剪纸课程属于艺术课程的范畴，

课程目标是根据“小学艺术课程标准”设定的。具体见表 4-1。

表 4-1 剪纸课程具体目标

学习领域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造型·表现

能够在教师的指

导下用薄质纸张

剪出样式简单的

能够运用剪刻两

种手法结合创作

出样式稍微复杂

能够结合自己的

想象力运用多种

剪纸符号做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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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图案，窗花，

体验剪纸的快乐。

的窗花，发挥丰富

的想象力与创造

力。

创作出大幅的特

种剪纸，发展构

思能力。

设计·应用

了解一些用于剪

纸的基本工具和

材料，折叠纸张并

剪下一些简单的

对称装饰图案，以

感受动手制作的

乐趣。

学习运用刻刀去

刻一些形式较为

复杂的窗花，并发

挥想象力对样本

不满意的地方进

行填充与更改，体

会剪纸艺术之美。

运用多种剪纸工

具有目的的创作

一些特种剪纸。

设计一些有主题

的大幅剪纸，提

高创作能力。

欣赏·评述

喜欢民间剪纸艺

术，能够欣赏一些

简单的剪纸人物

动物等作品，并用

自己的话将其表

达出来。

理解剪纸的一些

品种和民俗作用，

了解剪纸的一些

基本纹样和符号，

并清楚其意义和

作用。

清楚民间剪纸发

展的一些历史文

化知识及其作

用，对于一些复

杂的剪纸作品能

用自己的美术语

言表达出感受。

综合·探索

通过班级与校园

活动来展示交流

与提高。

通过校园主题剪

纸活动或独立或

小组合作根据各

种主题自由进行

创作。

密切联系农村社

区，体会剪纸与

当地社会经济发

展之间的关系。

第三，教师及授课对象。

授课教师：美术教师与各班班主任。

授课对象：魏庄联办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学生。

第四，教学内容。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教

学

内

1. 民间剪纸的历

史介绍及剪纸工具

和材料。

2. 欣赏优秀剪纸

1. 了解单个刻纸需

要掌握的知识与技

巧。

2. 学习扇形喜联的

1. 了解剪纸的保

存及装裱方法。

2. 掌握阴刻和阳

刻的剪纸技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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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作品，了解剪纸种

类，四大技法方、

圆、尖、细具体要

求。

3. 双面剪纸和四

折剪纸，主要是

“囍”的剪法。

4. 三折及五折剪

法，主要剪五角星

和五瓣花，同时发

挥学生的创新剪

法。

5. 八折剪法，主要

剪八喜莲花图，初

步认识团花的意义

和技法。

6. 对称窗花的折

纸剪法，为新年作

准备。

7. 新春剪纸展，交

流、总结成绩。

剪法，学习技法：方。

3. 临摹蝴蝶的剪法

以及花纹设计，学习

技法：圆。

4. 临摹兔的剪法，认

识眼神和耳朵的夸张

表现手法，练习兔子

腚部旋子的剪法。

5. 临摹鱼的剪法，掌

握鱼的基本造型和身

体结构，理解“鱼”

即“余”的谐音。

6. 练习喜花的初步

剪法，将之前学过的

喜和蝴蝶的剪法结合

在一起，加深学生对

剪纸的应用的认识。

主练蝴蝶喜花。

7. 十二生肖猪的剪

法。让学生掌握猪的

生理特点，用剪纸手

法去填充花纹。为新

年做准备。

8. 新春剪纸展，交

流、总结成绩。

运用美术知识进行

简单的套色。

3. 掌握剪贴画的

制作方法。

4. 专题学习：单个

窗花、对称窗花、

剪贴画、十二生肖、

伟人头像、菊竹梅

兰、京剧脸谱等专

题制作。

第五，课时安排。

学校创编课程在学校课程中所占的比例要在 10%-30%之间。①在魏庄联办小学，

剪纸课程每周一个课时，每个课时 40 分钟，每个学期大概 12 个课时。

第六，教学实施建议。

该剪纸课程的教学内容是根据本校的剪纸课程具体目标来制定的，具有一定的

① Lewy,A.National and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Paris,UNESCO,1990,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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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性，但是具体到每个课时的实际教学时，不可能严格按照相应的教学内容来进

行教学，需要教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依据各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课程目标来

适当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

在剪纸课的教学活动中，应尽量做到文化意境熏陶与剪纸技能提高相结合，不

可单纯讲授剪纸文化，也不可单纯联系技能，而应该将“造型·表现”和“设计·应

用”方面的教学内容结合“欣赏·评述”方面来展开教学，依据课时内容来自动调

节其所占比例，切不可使课堂成为单纯的文化讲授课或技能展示课。

第七，评价建议。

在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时，应该结合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水平、成果展示、

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等多种积极的改变作为参考进行全方位的过程性评价，不可只

注重结果而忽视其他方面。

4.3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的评价方案

4.3.1 剪纸课程评价方向

第一，重点使用发展性课程评价。剪纸课程内容丰富，学习方式类型多样，表

现出来的学习结果也种类各异。过去文化课的学习结果评价，尤其是测验和分数评

价，很难适用于剪纸课程来评价学生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

行）明确界定了课程评价：
①
要建立关注学生学业成绩，发展学生的潜能，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强调对教师持续不断对自身教学行为进行分析和反思，从上

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我们可以发现，持续发展已成为任何课程评价的关键词。

在魏庄联办小学的剪纸课程教与学的过程中，对学生、教师以及课程本身的过程性

评价、教师的反思和课程内容本身的不断创新都是对发展性课程评价的实践。

第二，注重所有参与者反思改进为目的的过程性评价。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

从开发到实施的过程中，其主体并不是只有学校本身，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主体，这

个主体包括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委员会、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等，因此在实施评

价的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相互沟通联系，并且进行有效互动，评价的项目中要包

括各个主体，使各个主体都认可评价的结果。教师和学生普遍都乐于参与、普遍认

同、多视角、多层次的评价才是以所有参与主体反思和改进为目的的目的性评价，

才能促进魏联小学剪纸课程本身的发展。

第三，注重多元化的评价内容。每一个孩子都有其独特的人格和气质，他们家

①
钟启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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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背景不同，性格特点不同，生活习惯以及学习方式更是千差万别，在剪纸教学这

种开放式课堂里所有的这些不同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比如说，有些小孩上课爱调

皮捣蛋，影响其他同学，但其剪刻出来的作品别具一格。有的小孩上课认真，但动

手能力和想象力欠缺，交上来的作品很是一般。因此，以前的只对学生交上来的几

次作品作为学期成绩的评价标准俨然是不合时宜的。这样的“一刀切”的评价方法

不仅不利于以后课堂教学秩序的管理，而且也容易挫伤遵守纪律的小朋友学习的积

极性。为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独特性，制定评估内容多样性和评估情况独特性

的评估标准尤为重要。

4.3.2 课堂教学评价体系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课堂教学评价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学生发展

评价、教师发展评价和剪纸课程方案评价。

第一，学生发展评价。剪纸课程让学生学习的结果最终是想表现为学生们的参

与意识、创新意识、动手能力以及情感价值观的提高。因此，在对学生做出评价时，

不能只看到眼前的有形的剪纸作品实物，更应该看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形的学习

过程中内心情感价值观的自我整合以及内心在一瞬间所迸发出的新颖的想法或奇特

的点子。这些都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感想与收获，应该获得评价，作为发展评价

的一部分。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实施过程中对学生的评价主要有平时评价表以及期末综

合评价表。其中平时评价表主要有五个维度的评价要素，主要包括学习品质、学习

水平、作品展示以及我的收获和老师对我说。前三个维度的评价要素主要是实行星

级评价，即对于每一个维度中的三个小的要素都达到的获得三颗★，表示优秀；达

到两条的获得两颗★，表示良好；达到一条的获得一颗★，表示合格，要是没有得

到★，则说明在本要素中表现不合格。对于优秀的同学表示鼓励，并记录在档案袋

里，作为学生发展性评价的一部分。对于不合格的同学，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展开

积极的、正面的引导，通过教师的鼓励，同学的互帮互助以及小组之间的带动作用

帮助这些同学克服剪纸课程中学习的困难，在日后的剪纸课程学习中取得一些进步。

具体情况见表 4-2：

表 4-2 剪纸课程学生日常评价表

评价

要素

评价

内容

评价

等级

自我

评价

小组

评价

教师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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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品

质

1.按时上课，没

有迟到早退。

2.课上参与态

度认真，工具

材 料准 备 齐

全。

3.本节课基础

知 识的 掌 握

扎实。

优秀★★★

良好★★

合格★

学

习

水

平

1.本节课参与

度高，积极与

同 学老 师 交

流合作。

2.对本节课所

体现的情感、

态 度以 及 价

值 观有 自 己

的看法。

3.制作作品有

自 己的 想 象

力 和创 造 能

力。

优秀★★★

良好★★

合格★

成

果

展

示

1.作品作业是

否完成。

2.干净、美观。

3.新颖、具有创

意。

优秀★★★

良好★★

合格★

我

的

收

获

老

师

对

我

说

剪纸课程期末综合评价表则是通过对平时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本学期对剪纸

知识的认知、对剪纸艺术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课堂作品想法创新情况、作品展

示及竞赛获奖成绩五个维度的评价要素，该表采用 A，B，C 和 D 级评估标准。具体

内容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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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剪纸课程学生综合评价表

评价

项目

A B C D

个

人

评

价

同

伴

评

价

教

师

评

价

家

长

评

价

上课表现

以及作业

完成情况

剪纸工

具、材料

准备充

分，能认

真、独立

完成教师

布置的课

堂剪纸作

业。

课堂表现

较为严肃

认真、能独

立完成课

堂剪纸作

业。

在教师或同

学的指导下

能完成作

品。

在教师的

指导下完

成的不够

好。

对本学期

剪纸知识

的认知

了解本学

期剪纸的

基础知

识，熟悉

各种剪纸

符号，并

流畅的剪

出各种作

品。

能够合理

的运用剪

纸中的一

些符号来

完成作品。

对剪纸知识

了解不够。

对剪纸知

识不怎么

了解。

对剪纸艺

术的情感

态度价值

观

对剪纸的

历史有一

定了解，

喜欢剪

纸、能设

计简单的

作品。

对剪纸有

兴趣，能欣

赏一些剪

纸作品。

能够简单分

析一些剪纸

作品的优点

与不足。

在教师的

指导下会

欣赏。

课堂作品

创新情况

能创作一

副新颖独

特的剪纸

作品。

创作出的

剪纸作品

有一定的

新意。

一般 缺乏

校园作品

展示及竞

赛获奖

两次及以

上

一次 没有 不参加

我对自己

的评价

同伴对我

的评价

老师眼中

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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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师发展评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自我反思成长是教师的发展性

评价的核心内容。剪纸课程的的开发过程就应该是剪纸教师校本培训的过程，以此

来促进教师剪纸课程的专业发展。教师发展评价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是

对教师课程实施的评价，二是对教师自我反思能力的评价。
①
一是为了实现有效教学，

上好一节课。在魏庄联办小学，对剪纸课程教师的发展性评价标准设置为四个维度

的评价要素，这四个评价要素包括剪纸课程的设置、实施、学生学业成绩评估以及

教师自我反思，其中对教师评价的主体包括学校领导、同事、本人以及学生。见表

4-4：

表 4-4 剪纸课程教师综合评价表

项目 内容 分值 自评 校评 生评

课程

设置

1.本学期剪纸课程目标是否合理清晰。

2.本学期剪纸内容选择是否适合学生认知

水平与年龄特征、多学科综合、内容设计

有弹性），是否彰显学校或师生个性特色。

3.本学期剪纸教学是否符合学生的认知规

律和年龄特点。

20

课程

实施

1.本学期剪纸课程教师是否制定了学时教

学计划、学期实施计划以及，撰写备课教

案以及必要的剪纸教学准备。

2.本学期剪纸课程教师是否按学校所规定

的课程安排上课，达到了规定的课时数与

相应的教学目标。

3.课堂教学目标是否基本上能够实现，面向

全体同学因材施教。

30

学生

学业

成绩

评价

1.剪纸课程教师是否对学生的平时上课表

现以及期末综合评价表认真负责填写，作

出记录。

2.剪纸课程的教师是否对学生参与主要活

动，竞赛的表现，并对成绩优异的学生给

予口头或物质奖励。

3.教师是否对学生的作品、资料及在活动竞

赛中取得的成绩资料进行了保存。

20

教师

自我

反思

能力

评价

1.本学期剪纸课程的教师是否通过讲座，数

据搜索和调查访问的形式提高自己。

2.本学期剪纸课程教师是否有过特色课程

培训。

3.本学期剪纸课程教师是否注重对课程资

源的再开发和利用，生成有价值实用的课程

30

①高慎英.小学校本课程开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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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4.教师在讲授课程同时是否形成有效师生

互动，生成更丰富的课程资源。

总评

等级

备注：90以上为“优秀”，80—89 为“良好”，60—79 为“合格”，60 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三，剪纸课程方案评价。首先，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方案评价主要包括对

教师开发的剪纸课程纲要和剪纸课程开发方案的评价。简而言之，它评估学校开发

的剪纸课程的各个项目，包括学校自编材料的审查，主题活动的教学设计，剪纸课

程结构和整体学校教师制定的“剪纸课程开发计划”的评价主要由教师自己评价，

并附有学生，家长，教师，同事和校长的评价。《剪纸课程开发方案》首先要经过

本校校本课程委员会审议通过，然后再逐级上报到中心校以及县教育主管部门进行

审批。这一审批过程本身就是对剪纸课程实行方案的评价过程。

其次，魏庄联办小学的剪纸课程评估还包括评估剪纸课程的开发成本以及整个

开发过程的整体评估和阶段评估。剪纸课程的开发成本评价的主要内容有：1.资源

的购置成本评估，比如说宣纸、红纸、刻刀、剪刀、订书器、蜡板等剪纸课程所需

的各种资源设备的成本。2.专家民间艺人指导的费用成本评估，比如说聘请专家进

行讲座、艺人指导费用、外出观摩费用等各种费用。3.时间成本。比如说本校教师

进行剪纸课程开发所需的时间成本，以及举行各种剪纸实践活动造成的常规教学时

间减少或出现的调课、缺课、代课所带来的时间成本。

剪纸课程的整体评价主要包括：
①
1.是否具有“课程”的基本特征；2.师生全员

的参与度如何；3.在实践过程中是否具有研究和反思的过程；4.是否能实现可持续

发展。而阶段性的评价主要包括：学生开始时的学习需求评价；行动方案的可行性

评价；中期的初步结果评价以及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评价等环节。

最后，事实上如果想对一所学校的课程进行综合评估，除了学校内部的评估外

还不够。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价和校外专家的专业引领与评价也是必不可少

的。特色课程倡导每所学校的独立发展。在这一点上，高等教育部门缺乏的是规范

性的审议制度为学校提供政策、资源、专业支持和帮助。如果这一点能达到，将更

好地促进特色课程的质量的发展。

①
徐玉珍.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与案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6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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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实施案例与分析

4.4.1 教学案例:窗花剪纸——蝴蝶

贴窗花是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贴窗花在全国各地都很受欢迎，

尤其是在春节期间，许多人在窗户上贴上节日窗花。它的花样有“鸟、虫、花、吉

祥图案”等，它们既富有画意，又很有装饰趣味。由于地域不同，北方和南方的风

格不同，剪纸一般都是南秀北挺。通过介绍，学生们知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民间艺

术史，它们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这是教学的重点，教学时要

讲、演并用。以学生动手为主。教学目的主要有认知目的和技能掌握，认知目的为

欣赏“窗花”，知道窗花是一种在中国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增强民族自豪感。技能掌握为学习蝴蝶的剪法，剪出好看的蝴蝶。课时安排为一课

时。课前准备主要有色纸、剪刀、浆糊等教学用品。魏庄联办小学三年甲班对称窗

花剪纸课教学案例：

第一，欣赏导入。

首先让学生欣赏老师手中的一些优秀窗花剪纸作品，我相信

有些学生可以像老师一样剪出漂亮的剪纸图案。下面我们来欣赏

并学习剪窗花，然后比一比，看哪组同学剪出的作品最好看？

第二，作品欣赏。

让学生在课件中欣赏一些民间艺术家的优秀作品。演示讲解：

“窗花”是用彩色纸剪刻的图案，图案形式多样。贴窗花遍布全国

各地，很多人过节时窗户上都贴窗花。特别是在春节，窗户上的窗

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点缀。因此西方人曾经把它称为“窗口”。

它既有艺术性又有装饰性，在群众中很受欢迎。

第三，窗花的纹样:有花卉、鸟兽、虫鱼及图案纹样等。（课

件图片欣赏）

第四，花蝴蝶的剪法(边讲边演示)：将一张正方形纸对折，要

折整齐。见图 4-5、4-6：

图 4-5 折叠前 图 4-6 折叠后

file:///C:/Users/guoqiang/AppData/Local/Temp/KuaiZip/0089002700ca0010008c009900e9006e.temp/PaperPass-%E6%97%97%E8%88%B0%E7%89%88-%E6%A3%80%E6%B5%8B%E6%8A%A5%E5%91%8A/htmls/sentence_detail/8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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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折叠的半张纸上，用铅笔画出半蝶形图案，图案的线条应该

一个接一个地连接。把要剪掉的地方标记好，应该先剪蝴蝶上的小

图案，然后剪大图案。见图 4-7、4-8：

图 4-7 剪前 图 4-8 剪后

按照所画图案剪出并小心打开它(精美的图案出来了)。见图

4-9：

图 4-9 完成后的蝴蝶剪纸

涂上胶水并将其粘贴到另一张彩色原纸上。

小结：窗花剪法的步骤；特别要注意什么，看图讲述。

第五，当堂练习：用彩纸剪一幅花蝴蝶。

要在剪的过程中执行正确的步骤，注意要连接的图案。

第六，学生练习，教师当堂辅导。

第七，讲评。教师在教室里选优秀作品贴上，其余的作业

集中展示在课室剪纸展示栏。

4.4.2 案例教学反思与总结

在我国的很多版本的美术教材中有增加了对剪纸艺术的赏析，但现行的美术教

育大纲中没有明确指出剪纸必须作为美术的教学内容。如何才能让剪纸艺术与美术

课有效衔接起来，让学生在提高美术水平的同时，又能将剪纸这一民俗非遗文化传

承下去，是每一位剪纸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因此，教师对《窗花剪纸——蝴蝶》

这一课进行了以下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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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上让学生认识到剪纸艺术的重要性。通过对窗花历史、地域特点以及现

状的介绍让学生了解到剪纸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到民族的就

是世界的，建立正确的艺术审美，让孩子有危机感和拯救民族文化的使命，激发学

生的爱国主义情愫。

培养学生的剪纸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单独解释，应该

留出更多的时间和空间鼓励学生做更多的工作。大胆设计新图案，用学生剪刻的漂

亮窗户装饰教室玻璃，让学生可以看到他们创造的窗花能美化他们教室的环境，从

而激发学生对剪纸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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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开发与实施中

可借鉴经验及思考

5.1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开发与实施中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特色课程开发虽然在资源利用程度上还没有达到精细化开发

的程度，但是作为偏远乡村学校的代表之一，该校已经在利用乡村本土民俗文化打

造特色校园的道路上做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实践与探索。本文通过对魏庄联办小

学剪纸课程在开发与实践的过程中取得的一些成果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原因剖

析，笔者深刻体会到“立足现实，由单一到综合的跨学科整合”才是乡村本土特色

课程建设的出路。

5.1.1 立足本土文化，基于乡村现实，打造本校校本课程

为了弥补国家课程的不足，各所学校可以自己进行教材编写，开发本校特色课

程这无疑是我国课程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如今，很大一部分的学校都跟随者时代

以及社会主题的的变迁盲目跟风编写本校的校本课程，比如计算机信息教育、环境

保护教育以及国学等等。还有的乡村学校在本校条件与师资根本无法达到标准的情

况下追求特色与特殊发展钢琴校本课程，这种做法很显然不符合国家提出的发展地

方特色校本课程的初衷，忽视了地方现实问题。魏庄联办小学为了对自身教育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改革，立足现实，对学校所在地的乡土剪纸文化进行挖掘利用，贴近

当地小学生的实际生活、激发了乡村小学生热情的动手动脑欲望、低成本，使乡村

小学生量力而行。将剪纸从最初的课外兴趣活动用了六年时间发展成为本校的特色

课程，既传承了当地的乡土文化，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还对国家课程作了有益

补充，让学生将自己头脑中的想法用艺术形式表达出来，活学活用，提高了学生的

艺术审美力、劳动实践能力和交往合作能力，实现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而对于

一些新建乡村学校，师资力量尚且薄弱，特色课程发展条件不够成熟，在这种条件

下应该先落实基本的国家课程与地方规定课程，然后再逐步开展自己本校的特色课

程或校本课程，切不可盲目跟风追求校本课程的新颖独特灵活多样，这样并不利于

学校以及学生的健康发展与成长。
①

5.1.2 促进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有效统一衔接，形成合力

一方面，乡村学校里已经开展的特色课程由一元到多元，由单一到综合已经成

为特色课程或校本课程发展的必经之路。而另一方面，乡村教资紧缺，仅有的教师

① 周敏菲,王倩.我国校本课程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中外教育研究,2012,1,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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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所有学科都要开足开好的同时还要负责特色课程或校本课程的开设与实施，教

学压力重、负担大已成为偏远地区农村教师现状的真实写照。以魏庄联办小学为例，本

校虽然在剪纸特色课程上取得了一些显著成绩，但突破现在有些单一、缺乏多样性的课

程模式，进一步拓展剪纸课程的深度以及广度，在不增加教资投入的条件下，对社区资

源再深入挖掘，利用多方课程开发合作者整合一些社会实践、计算机、历史、品德与社

会等方面的知识与活动，拓展剪纸课程的综合性与趣味性，使其适应不同孩子的兴趣爱

好，突破本校的校本课程单一性与师资金紧缺性这一矛盾的瓶颈问题。

5.1.3 鼓励多方评价主体参与，提升学生兴趣

魏庄联办小学的剪纸课程本来就是将源于民间的艺术形式挖掘出来在学校中以

特色课程形式传承发扬的。剪纸课程开发之初，我校民间走访，邀请了知名老艺人

到学校参观为孩子们演示剪纸制作，观摩同样开设剪纸课程的学校，学生家长作品

展示，真正做到了从社会中挖掘课程开发的各种资源。然而学生在将精美作品回馈

到社会中时，由于乡村条件所限，以及主管教育部门思想认识的原因，学生剪纸缺

乏走出去到现代剪纸工厂参观、到剪纸交流展参观并且与剪纸大师交流的途径，这

样学生很难认识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价值所在，容易造成知识与现实脱轨，久而久

之，学生就会对所学课程产生抵触心理。因此，在剪纸课程开发过程中，走向社会

同样重要。校本课程开发不仅仅是学校问题。为孩子们开拓多种与社会接触的途径

与渠道，让教师适当松松手，孩子们才能真正的把从生活中学来的这门手艺带到生

活中去，这也是知识与各种手艺的价值所在。

5.2 魏庄联办小学促进剪纸课程更好发展的几点思考

5.2.1 改变教师培训方式，加强师资培训与交流

崔允漷教授在文章《中国校本课程开发现状调查报告》中提到：在中小学开发

校本课程教师缺乏课程培训是其面临的最大困难。纵观我校剪纸课程开发过程中遇

到的瓶颈问题，再查阅我国国内一些知名校本课程研究专家与学者的期刊与著作，

不难发现在我国乡村地区特色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对教师缺乏有效的培训成为特色课

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挡路石之一。对于个体员工，收益是指获得的知识或获得的技

能，而对于团体，单位和公司，收益包括增加的销售额或提高的客户满意度。因此，

对学校而言，有效的校本培训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教师的校本课程专业知识和技能，

以及促进校本课程的持续健康发展。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对参与特色课程教师的

培训既要包括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也要包括校本课程基本的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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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这些培训可以通过专业的校本课程讲座、学校间的交流以及与大学、社会上的

机构的合作等方式来进行。然而魏庄联办小学地处乡村地区，地理位置偏僻，路途

遥远，校本课程专家无法亲自到校指导或者对在校教师进行专业培训，学校也没有

组织教师和学生参观过任何社会上的剪纸作品展，同时学校对课程培训的各类讲座

提及校本课程培训的不多。上级部门对特色课程开发专门进行的学校观摩活动也是

针对主要校领导进行的，从这一点说教师们得到的有效校本培训少之又少，教师们

得不到有效的校本培训，在特色课程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上的缺乏与不足影响到了

剪纸课程开发与实施的深度，很多教师的专业特长只是与普通人进行比较而言的，

如果不对教师进行有效培训与交流学习，其专长既不是“鹤立鸡群”也不是“超乎

众矣”，这势必会影响到本校特色课程的研发与实施。

对教师的培训光靠简简单单听几场讲座或提升学历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在我国，

课程专家主要是集中在各个大学里从事教育教学理论的研究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

应该多多加强与当地本省大学之间的联系，加强教育专家与偏远地区中小学之间的

合作力度，使课程教育专家在合作过程中深入实际和实践，对乡村教师进行课程开

发理论培训，以此来提高教师的特色课程开发理论水平与特色课程开发的能力，在

此过程中课程专家将自己指导者的身份转变成为合作者，全程参与学校特色课程的

开发，教师跟随着专家的指导“在实践中学习和体会”，这样才能开发出更高水平

的特色课程，这样也避免了一味借鉴其它学校的特色课程建设，千篇一律，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出现。

5.2.2 充分利用好校外资源，拓展剪纸课程的深度和广度

简单来说，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广度是指其课程活动进行的范围与各主体参与程

度，而课程开发与实施的深度则指其专业化的水准程度。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开

设的初衷就是促进农村小学生全面发展以及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剪纸特色课程的

“开放性”与“趣味性”要求该课程在开发实施过程中需要不断延伸其广度，联合

社会、组织、家庭各个团体的广泛参与，然而在安全重于一切的学校教育大环境下

使得涉及安全因素的校外活动大部分被取消，仅有的校内活动靠教师来“单打独斗”、

“金鸡独立”，使得剪纸特色课程实施的广度不足。而参与剪纸特色课程开发与实

施的教师们专业特长水平的不足也影响到了课程开发与实施的深度。

笔者认为，由社会生活中来的东西最终要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才是其价值的根

本体现。农村小学地势偏僻、社区基本设施不完善，而且农村学校也不像大学或大

城市里的中学一样有一些固定的友好合作单位与企业，可以把学生在校学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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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得到用武之地。在农村，学生剪出来的优秀作品很难在社会中得以运用，

以此来激发孩子们的成就感和价值感。魏庄联办小学的剪纸课程在开设伊始，由社

会上输入的东西比较多，例如对民间知名艺人的聘请、对开设剪纸课程的兄弟姊妹

学校的拜访、学生家长的来校展示等等。在剪纸作品真正开展之后，师生创作出来

的好的作品也不断涌现，剪纸专室里陈列着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作品，比如十二生肖、

西游记人物、喜鹊、戏曲脸谱、金陵十二钗、运河一脉情、共筑教育梦、伟人头像

等等一系列的珍贵精美的作品。其中运河一脉情和共筑教育梦代表大名县教育局作

为珍贵礼品送给北京和天津市友好单位收藏。除此之外，这些优秀作品并没有运用

到实际的生活中去。让剪纸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在节假日里，教育局领导们尝试

着把学生的优秀剪纸作品带到敬老院，学校组织学生到旅游区、公园、老年人活动

中心、表演剪艺，或者把师生的优秀作品送到剪纸厂，进行规模化批量化的生产出

售，让学生参观一下传统的剪纸艺术是如何运用现代激光刻画技术联系起来的，这

样学生的剪纸技能技法也会在实践中得以提升，为学生日后的择业观、社会传统文

化价值观的塑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5.2.3 制定长期规划，保证师资持续满足开发需要

魏庄联办小学全校有 700 多学生，12 个班级，教师只有 25 名，25 名教师实行

包班制，每两名教师负责一个班级所有的国家统一课程以及剪纸特色课程的开发与

实施。虽然每年都有新教师加入魏庄联办小学，但流失的教师人数也在逐年增加。

特别是一些专业技术扎实有一技之长的年轻教师的调离更是使本校的教师结构与学

科结构严重失衡，对于新兴课程老年教师难以专业化，而有限的 10 几个青年教师在

一整天的文化课教学之外，为了剪纸特色课程的开发加班加点都深夜是常有之事，

压力之大可见一斑。碰到不同教育主管部门的检查，验收效果差强人意不理想时，

教师们的负面情绪就会蔓延，影响到剪纸特色课程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想使该

校剪纸课程持续健康向上发展，对课程及教师实行长期规划，扩大剪纸专职教师的

培训数量，提高教师培训的质量，合理安排教师的外出培训名单及培训次数，而不

是专挑骨干教师去培训，对普通教师的培训加以忽略。加强教育专家与偏远地区中

小学之间的合作力度，使课程教育专家在合作过程中深入实际和实践，对全体参与

校本课程开发的乡村教师进行课程开发理论培训，以此来提高教师的特色课程开发

理论水平与特色课程开发的能力，这样既提高了教师整体的素质与质量，又保证了

个别教师调离岗位后学校剪纸课程所遭受的重大损失，保证了师资持续满足剪纸课

程在后期中持续开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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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不仅是为了响应国家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也是农村学校自身解决课程内容单一，克服学生厌学情绪，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促进

综合素质发展的一种课程改革发展举措。魏庄联办小学走出现实困境，立足农村实

际，最大程度的开发农村社区剪纸文化资源，整合剪纸课程与国家课程，形成合力，

促进两种课程的共同和谐发展。制定符合本校学生发展的课程目标与内容，引导多

方评价主体的参与，构建全方位的发展性评价体系，为农村小学在困境中寻求出路

与发展做出了一些思路，做出了一些新探索。

其实偏远乡村地区小学校本课程或是本土特色课程的建设本来就应该是学校立

足现实为解决自身的教育问题的一种方式，各学校立足现实情况，根据国家课程或

地方课程实施的基本精神调动本校现有人力与物力想方设法来进行课程改革与发展

的一个过程。各乡村小学校在执行这个过程的时候，势必会遇到与城市小学校本科

程或特色学校建设过程中完全没有遇到的困难与绝境（如最基本的人力、物力、财

力、资源方面的差距），遇到这些问题不要原地踏步、坐等支援，如果能够立足实

际、另辟蹊径其实也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开创出另外一种局面，真正成就本校

的校园课程。

本论文的不足之处是由于时间仓促，实践经验不足，无论是对于参考文献的梳

理、论文内容的充实度，教学实例的选择和运用都不够完善，而且教学实例设计是

否合理还有待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去验证改进。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是通过对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进入学校教学内容的迫切

性、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可行性、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开发社区资源的方法，

剪纸课程实施方面的方法和技法以及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思考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对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从开发到实施与评价的整个体系作了相对完整的个案研究，

对该校的剪纸课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力求为该校剪纸校本课程更好的推行

以及对开展相同或相近课程的农村小学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提供一定

的经验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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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魏庄联办小学剪纸课程开发方案

一、指导思想

魏庄联办小学在 2009 年建校之初，坚持以一切服务学生的办学理念, 以学生的

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剪纸文化为载体，大力实施

特色发展战略。把特色办学确定为我校的基本理念，提高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培

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二、课程开发背景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民间剪纸是我国历史上悠久的民间艺术之一，也是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它有着丰富而朴素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文明与儒

家文化相结合的具体体现。越是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民间剪纸艺术越得到

了最广泛的传承，对剪纸文化的认可也更强烈。魏庄联办小学是大名县的一所农村

小学。当地村民们庆祝节日或庆祝节日时在墙壁和窗户上粘贴窗花，或者红色的“喜”

和“福”。小学生通过家庭教育学到很多剪纸的技法，而且剪纸工具很简单，材料

很容易找到。

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孩子的智慧在他们的手指尖上”。剪纸艺术具有简

洁、明快、夸张大胆、生动的艺术特色。这对于小学生来说是一项综合活动，融合

了眼手心综合的运用。剪纸的学习不仅可以锻炼小学生眼手心的灵活协调，还可以

培养小学生的耐心和对生活的观察力，培养农村小学生对艺术的认识和理解，了解

当地的民俗风情，熟悉生活;帮助农村小学生形成正确的艺术审美能力和对家乡的真

诚热爱之情。

对于农村小学来说，学校可利用资金的短缺，社区物质资源的的匮乏以及学生

家里条件的不足对学校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行都是致命的。但剪纸根植于民间，成

本低、容易学，工具简单、材料易找，而且“高手在民间”，从农村社区里很容易

找到一些手艺极佳的剪纸艺人在给大家做示范，这也成了魏联小学开发剪纸课程的

一大社区优势。

三、课时安排

开设剪纸课程的年级有 3-5 年级，每周一个课时，为弹性课时，各班班主任根

据班级具体情况灵活设置，之后将确定之后的课程表交到教导室，由教导主任督查，

任何教师不得挤占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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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期两次的剪纸综合主题活动，即学期中的橱窗剪纸才艺展示周和学期末的

剪纸课程交流周。

四、教学活动组织形式

1.班级授课制：根据具体情况，3-5 年级安排剪纸教学活动和内容，并在规定

的时间内组织课堂教学活动。

2.集体活动式：活动周、小组活动、班级活动、个体活动。

四、剪纸课程的评价

1．对教师的评价：魏庄联办小学对实施剪纸课程的教师进行评价和考核主要通

过教研室听课、座谈问卷对教师进行定性评价，并使用教师的自我评价作为教师表

现的一部分来进行相应的排名。学校为在剪纸课程的开发和实施方面取得杰出成就

和贡献的教师提供口头和物质奖励。魏庄联办小学对实施剪纸课程的教师进行评价

主要考核评价以下几个方面：

①是否有剪纸教学活动计划、进度和必要的教学准备工作。

②组织剪纸教学活动以及了解对课时的利用情况。

③根据剪纸课程开发和实施方案的要求，在规定的课时内完成年级剪纸教学任

务。

④开发和生成剪纸课程的资源，并在剪纸课程实施过程中有创新的工作表

现。

⑤辅导学生活动和取得成绩情况。

⑥学生对于剪纸课程的态度和情感。

2．对学生的评价：学生评价是根据学生自己、小组成员、教师和家长的意见进

行的全面评价。有些是等级评价，有些是描述性语言。最后的总评价为定性评语。

①剪纸活动考勤

②在剪纸课及活动中的态度

③剪纸实践操作技能

④特长及动态发展情况、特殊表现等

⑤作品展示或获奖、竞赛获奖、汇报演出等成绩

⑥人文精神表现

五、配套措施

1．大名县王村乡中心校配合魏庄联办小学大力宣传实施剪纸课程的意义，使这

项新课程能得到社会和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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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庄联办小学教导处加强有效的教研活动，并帮助每个教师制定教学和活动

计划。

3．加强学校剪纸课程的建设。不断修改、调整、改进和进一步发展;学校制定

了剪纸课程开发和实施的工作责任制，考核制度、奖励制度、规范管理。剪纸课程

与学科课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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