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非遗工艺是小学美术教学实施的重要组成，艺术新课

标的每个学段对非遗工艺的学习、制作、传承都有重点要求。

平湖西瓜灯艺术是浙江省平湖市特有的非遗工艺，平湖师范学

校附属小学美术团队以“童趣西瓜灯雕刻”为例，基于非遗精神

的视野，以“创设多元情境，依托瓜乡瓜事习非遗之匠艺”“借助

完整体验，依托教育场域习非遗之匠思”“关注创作成果，依托

地方资源品非遗之匠心”三方面进行教学探索，带领儿童走进

非遗工艺西瓜灯雕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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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浸润视域下儿童西瓜灯
雕刻技艺培育路径探究

■郑姣（浙江省平湖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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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童心，感受匠人之“境”

西瓜灯雕刻以西瓜为主料，十分贴近学生的生

活。西瓜具有可画、可刻、可食等特点，深受学生的

喜爱。在美丽的瓜乡浙江平湖，每年的秋季，都有一

场西瓜灯节盛宴，在这个如此盛大的非遗文化节日

里，西瓜灯雕刻的真实情境油然而生。非遗教材教

学中，大纲一贯采用画一画、剪一剪、贴一贴的美术

绘画创作手段进行教学，团队将童趣西瓜灯雕刻融

入其中，在儿童纯真心灵的塑造上，创设有趣味的主

题情境。例如在《家乡的古塔》这一课，教材原本配

套采用了线描绘画的教学形式，即在白纸上描绘家

乡的塔的造型，学生在绘画过程往往用到尺子来描

线，造成画面古板，对塔的概念停留在浅层理解，西

瓜灯雕刻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团队在教材第一课

时的基础上，开发《瓜灯亮古塔》作为第二课时，通过

对古塔的欣赏，感受古塔的自然美、灵动美，利用西

瓜灯雕刻，塔的形象展现在一个圆形立体表面，学生

的瓜灯在平湖市报本塔边的南村书堆点亮。

在刻制瓜灯时儿童可运用篆刻、剪纸的技艺，以

阴刻或者阳刻为主，将显示在平面之上的图案灵活

展现在瓜皮上。学生构思后以线、面为主要形式来

雕刻，顺序一般从局部到整体，从上到下，从外到

内。用刀的方法也各有千秋，结合音乐歌唱知识、语

文文学诗歌的学习，可以设计不同效果的瓜灯。例

如学生在一曲《送别》中，感受弘一法师李叔同带给

我们的美的感受，悠扬的歌声在耳畔响起，学生边刻

瓜边哼着小曲，将艺术的细胞激活。一双双灵动的

雕刻巧手，伴随着悦耳的歌声，有效拓展了学生领略

美、感知美、感悟美的途径。

构乡情，体悟匠人之“情”

清代文人张逢年在七律《西瓜灯》中写道：“谁把

甘瓜巧琢成，清荧别见一轮明。”由此追溯，至少在清

乾隆初年，平湖人就开始雕刻西瓜灯。几百年来，人

们都把美好希冀寄托在瓜灯上，瓜灯点亮的不是黑

暗中的光明，更是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儿

童通过素材的收集，感受历代文人对瓜乡的热爱，激

发创作一盏西瓜灯的愿望。在精心构思与巧妙构图

的过程中，学生们将深刻领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纹

样独特魅力与历史名人所承载的非遗精神。

学校自 2011 年被授予西瓜灯雕刻传承基地以

来，每年投入 1-2万元支持儿童进行西瓜灯雕刻活

动，并且成立了艺人工作坊，作坊中不仅有丰富经验

的精品瓜灯雕刻老师执教，还邀请了平湖市西瓜灯

非遗传承人姚瑾老师和平湖市剪纸技艺传承人李周

杰老师来校做美育讲座。听完姚老师的讲解，孩子

们跃跃欲试，拿起刻刀在西瓜上飞舞。起初大家都

不敢用力，慢慢地掌握力度之后，变得得心应手。一

刀一刻之间，瓜灯的图案纹样逐渐展现，通过艺人工

作坊的活动，学生能近距离接触高超的瓜灯雕刻技

艺，将匠人文化基因深深植入小小的心间。

在西瓜灯设计活动中，儿童以乡情为主题，广泛

搜集了关于家乡西瓜灯发展的丰富素材。通过这一

过程，学生们在设计平湖西瓜灯节图样、绘制构思图

案与设计纹样的实践中，将深刻体验到匠人们精益

求精的匠心与出神入化的技艺。他们将从瓜灯图案

的设计中，感受到对卓越不懈追求的非遗精神。这

种精神将激励学生们端正学习态度，坚守初心，持续

从民间技艺中汲取传承，不断丰富自我，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刻瓜事，品味匠人之“能”

瓜乡的风情在宁静中绽放，瓜乡的桥、瓜乡的

树、瓜乡的路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学生通过寻找瓜乡

的故事，在课堂上分享一些有趣的瓜事，例如，80年

代交通工具匮乏的情况下人们是怎样运瓜的呢？通

过向长辈们了解，人们当时是用小船通过河运将一

个个西瓜运到百姓家中。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收集，

不仅增加了美术课的趣味，还可以感受着古老而又

质朴的民俗故事和家乡美好风光。同时，团队精选

大量中国传世名作如《溪山行旅图》《清明上河图》

《百花长卷图》等历史名画和学生一起欣赏，品味古

人高超的绘画技术，感受古画中热闹的街市新貌。

同时，将画家的非遗精神传递到学生的心灵，并在瓜

灯上进行艺术表达。学生通过学习和鉴赏，不仅提

高了学识修养，还开阔了眼界见识，从其中蕴积的工

艺与精神源泉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实现自我心

灵品质的持续提高。

体验制作在瓜灯课堂教学中尤为重要，团队通

过微视频示范瓜灯的雕刻方法，从西瓜的固定、纹样

的设计、雕刻的刀法一一进行示范，细节的地方亲自

操刀示范，用希沃助手投屏的方法能够直观看到教

师示范瓜灯的雕刻技巧影像。在多媒体的基础上，

儿童逐一刻瓜皮感受刀的力量大小产生不同刀痕的

味道。儿童在瓜灯雕刻导学单的引导下，从挑选西

瓜到设计构思再到绘画雕刻每个步骤都有微视频讲

解，西瓜是儿童和家长去水果店挑选皮厚的瓜种，刻

刀由学校提供，刻刀包括大三角刀、小三角刀、大圆

口刀、小圆口刀四把。勾线的笔采用特制玻璃白杆

笔，在绘稿的过程遇到最难的点就是构图太小，儿童

表现出拘谨、胆小的缺点，这时候教师手把手按组逐

一示范，在原稿上修改，将技法传授给儿童。

古语云：“玉不琢，不成器。”非遗精神不仅体现

了对产品精心打造、精工制作的理念和追求，更是要

不断吸收最前沿的技术，创造出新成果。教师应培

养儿童观察生活、关注周围事物的良好习惯，引导儿

童在生活中发现、欣赏和创造艺术。在学校美育平

台上进行西瓜灯雕刻技艺培育，对传承和发扬中国

文化，提升儿童艺术素养有着重要意义。在童趣西

瓜灯创作实践过程中，儿童发现瓜灯中蕴含的非遗

文化，并灵活运用各种方法，持续拓展童趣西瓜灯雕

刻的美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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