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快速迭代的现代文化浪潮中，如何让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皮影戏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新生，成为

时代赋予我们的新课题。近日，一场以“非遗+新文创”为驱动力的教育创新实践在海宁市紫微小学悄然兴起，不仅让古老

的皮影艺术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更探索出了一条传统与现代共鸣、共融、共进的新路径。该校创新性地打造“皮影艺术

馆”，通过实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让学生仿佛穿越时空，近距离感受皮影艺术的魅力。这种“场馆式”学习方式，不仅

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滋养了学生的文化自信，让非遗文化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

该校将皮影艺术与现代文创设计相结合，开发出了一系列既具传统韵味又不失时尚感的文创产品。《电影的始祖——

皮影》一课，正是这一创新模式的生动实践，通过课程设计，让学生在创作过程中深刻理解皮影艺术的独特魅力，同时也为

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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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模式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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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式”润学

——探寻新方略

2023年 12月教育部《关于全面实

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中提到

社会美育资源整合行动，发掘在地文

化。笔者所在学校距离皮影实践基地

较近。在教学的载体与教学目标之间

找到最佳结合点，为深度学习与持续

性学习做好铺垫，寻求一种新思路、新

方法。

1.导学驱动：助力自主探学的“情

境外引”新方略

带领学生在皮影戏馆欣赏皮影

戏。教师提问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

什么？教师课件切出其中一个剪影。

小组讨论比较相同点，学生真的很会

观察，找到了雕刻正是他们的相同

点。剪纸和皮影都是平面的，镂空的，

据说皮影是受剪纸影响发展起来。

2.比照联结：助力自主研学的“思

维破解”新方略

比较不同点，课前准备好剪纸作

品与皮影作品。皮影的皮与普通纸张

实验比较发现，学生自主探究到材质

的特殊性决定了皮影的光影艺术性。

透光的效果具有独特的美感。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在儿

童的认知组织里建立起内在的动机是

首要的。也就是说，给儿童学习的材

料必须与儿童的已有经验联系，而且

要足够吸引人，引起儿童的兴趣。

“传韵式”融学

——激活新体验

1.凸显视觉美的“古典现代融合”

新体验

造型思辨：

欣赏一组皮影作品，让学生去发

现，朝着什么方向，我们发现皮影作品

都是侧面形象。你喜欢哪一个？为什

么？任务驱动，皮影作品跟真人各部

分的比例有什么不同？学生归纳出头

部比较大，造型相对夸张。介绍林凤

眠作品、雕塑作品。细细探究纹样，教

师引导观察一张漂亮的皮影，旁边有

很多小图案，这些图案都藏在这张作

品的哪个地方？学生发现这个图案会

在皮影上反复出现，这是一种均衡的

美、匀称的美。这些漂亮的小图案称

之为纹样，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纹样，才

使皮影作品显得更加精美，散发着浓

浓的民间艺术魅力。

色彩解析：

出示皮影作品，让学生寻找主要

用到哪些颜色？以什么为主？这样的

颜色给你什么感觉？颜色是否鲜艳、

饱满？让学生模拟拍卖会现场，竞拍

南方皮影和北方皮影。对比发现海宁

皮影的典型特征。影偶富有人情味，

人物形象鲜明，造型别致，具有典型的

南宋风格。

2.凸显文化韵的“技艺素养融合”

新体验

引领学生认识到精美的皮影，如

果无人操纵，它只能是一件精美的工

艺品，虽然有价值但却没有生命。怎

么让皮影动起来呢？每个小组准备一

个平面皮影，学生指出颈、肩、肘、手、

膝、足为关节点，加上操纵杆。观看非

遗传承人表演视频，结合教材中的一

幅海宁老艺人徐二男照片讲解。学生

真正了解了皮影戏是一门综合艺术。

教师讲述并示范动作要领。示范

操作，邀请一位同学跟自己一起表演

了一出小兔子和猫咪一起游玩的戏。

其实皮影戏都是互相合作的，操纵者

的合作水平如何，直接决定了表演的

是否成功。分组合作，体验让皮影动

起来，在小组的合作中应该注意合作，

分工明确；动作轻柔；可以编个有趣的

故事。最后邀请几个小组的同学上来

表演。学生尝试表演，超乎寻常的开

心和专心。从动作是否流畅、动态丰

富性，造型变化多，团队合作等方面

评奖。

“沉浸式”研学

——实践新设计

笔者将传统皮影艺术进行了革

新，提取文化元素，寻找表现载体，链

接艺术性与实用性，既保留了皮影的

艺术感染力，也体现文创本身的文化

价值。

1.“沉浸于形”：校内展新文创的新

设计

在实践环节，学生分组进行创意

设计，考虑运用到生活中的哪些物品，

贴近生活，美观实用。在美术课堂上，

开发了皮影文创课程评价量表。

2.“沉浸于心”：校外延新文创的新

设计

传统与现代如何共鸣、共融、共

进，非遗数字化传播，通过学校网站、

公众号推出展览。将皮影创编成一个

个生动的小故事。故事是当前文创体

验的重要来源之一，学校尝试与当地

的非遗部门、相关协会联系，学习如何

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对于小学

生来说难度很大。因此，笔者建议学

生与海宁名人文化、灯彩文化相结合，

有创意有内涵。充分利用地方资源，

教师积极带领学生或发动家长带学生

参与各个地方的非遗馆活动，让学生

走近非遗、体验非遗之美。要为未来

而教，为未来而学。

笔者以“彰显非遗魅力”为主题，

深入挖掘、保护、传承和开发资源，多

维整合，赋于非遗新活力。美术课程

的综合性促进了学科的融合，以新文

创助力“非遗”的传承与创新，学生对

于皮影艺术产生了由衷的喜爱。选

材、解构、重组、展示，赋予普通的产品

以传统文化意味。

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活动，让

非遗点亮美好生活，借助“非遗+”发
展模式，采用灵活多样的学习形

式。我们在教学中常常受学生的激

情感染，受到现代材料的启发，受新

信息的启示，“非遗”会有新的发展

机遇。

图为东华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学生团发起的“皮创潮乡，文创中华”项目成果图为东华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学生团发起的“皮创潮乡，文创中华”项目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