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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地非遗剪纸艺术融入地方高校教学研究
陈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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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非遗热的兴起，全国各大高校纷纷开设本地非遗

文化通识课。而作为越地非遗的剪纸艺术理应走进地方高校课堂，

让学生在剪纸课堂中体会越地人民质朴精神中的思政元素及人文

情怀，以此弘扬、传承越地非遗剪纸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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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剪纸文化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是最古老的中国民间艺

术之一。它作为一种镂空艺术，给人以视觉上透空的感觉和艺术

享受。但国内将剪纸融入课堂教学一般局限于幼、小学阶段，而

高校大部分则主要将剪纸以第二课堂、社团的形式呈现。最近几

年随着非遗热的兴起，全国各大高校纷纷开设本地非遗文化通识

课程，但多数高校在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时，剪纸仅作为

传统文化中的小部分被纳入课程体系。将剪纸作为一门课程，单

独开设的学校却极少。而将本土文化融入非遗剪纸艺术中，对大

学生进行剪纸教学和实践，进而思政元素的渗透更寥寥无几。

一、越地剪纸艺术融地方高校教学的意义

民间剪纸融合了百姓的智慧和人文情怀，将越地非遗剪纸艺

术融入地方高校教学对剪纸的发展和大学生思政的渗透有着重要

的意义。

（一）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素养，达到“以美育人”的

目的

剪纸艺术是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积累下来，体现百姓智慧结

晶的优秀传统文化。地方高校将越地剪纸文化形成课程体系进行

教学实践，让大学生在剪纸中实践和体验，并接受校园文化环境

的熏陶，从而提高他们的审美素养，达到“以美育人”的目的。

（二）有利于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剪纸的意义主要有纳福迎祥、祈求生命、寄托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三个方面，剪纸中意象的寓意大多代表着人们心中对生活积

极美好的夙愿。学生通过剪纸实践，在感受工匠精神的基础上，

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三）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高校不仅要培养会学的大学生，更要培养会做的大学生。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精神指导下，高校学生学习剪纸实践课程

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动手能力。此外，优秀剪纸文化在构思和图案

的选择过程中也有利于学生对于剪纸作品进行创新。

（四）有利于弘扬和继承越地非遗剪纸文化

讲解剪纸的历史与现状，让学生体会剪纸中包含的浓厚生活

气息和当地人民炽热的思想感情以及人文情怀。对学生进行系统

性、针对性地实践指导，逐渐提高他们的剪纸技巧。并为他们创

造剪纸氛围和自我展示的舞台，从而更好地弘扬和继承越地剪纸

文化。

二、越地剪纸艺术融地方高校教学的研究

首先，借鉴其他高校剪纸课程的经验。从课程的教学体系、

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平台管理等方面来借鉴，从而使

越地剪纸艺术能完美地融入地方高校教学；其次，挖掘本土元素

剪纸中意象的寓意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剪纸中的各种意象大多具

有寓意，而寓意代表着当地人民的精神，凝结着他们的梦想和希望；

第三，调查地方高校大学生对越地剪纸文化了解的程度。剪纸不

是简单地欣赏它的外在美，而应了解它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

学习越地非遗剪纸对地方大学生的汉语学习及越地文化认知有较

大的帮助；第四，探讨越地非遗剪纸艺术对地方高校大学生的意义。

剪纸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提升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最后，弘扬、传承越地非遗剪纸艺术。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教学

中爱上剪纸艺术，从而对越地剪纸文化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进

而弘扬、传承越地非遗剪纸艺术。

三、越地剪纸艺术融地方高校教学的特色

越地剪纸艺术融入地方高校教学具有以下特色：（一）非遗

技艺与地方文化融合。作为非遗的剪纸技艺与越地文化融合，既

丰富了剪纸的内容，也传播了越地文化；（二）“越地”元素与

思政元素相融。课程结合绍兴本土特色，将“羊”“蝴蝶”“兰花”“乌

毡帽”“绍兴水乡”“绍兴祝福”“绍兴名人”等越文化融入剪

纸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工匠精神、传统文化、家国情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元素的渗透；（三）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结合。

课程教学大量运用现代化手段，在有限的条件下，有效利用多媒体、

互联网等手段进行线上线下教学，使教学资源得到最大程度地利

用。这样不仅丰富了课堂教学，也突显了课程应用型的特色；（四）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课程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

式，即让学生了解了剪纸的理论知识，提高了他们的审美能力，

也锻炼了他们的创新和动手能力。

四、越地剪纸艺术融地方高校教学的实施方案

以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越地文化剪纸艺术》通识课为例。

（一）课程基本信息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全日制大学生的通识课，以短课程方式开

设，即每一学期分为上、下半学期，每学期的开课时间为 8 周，

其中 1 周为考试周，课程结束通过考核即可获得 1 学分。

（二）教师队伍建设

着力培养思想品质好，教学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教学特

色鲜明的课程负责人与主讲教师。充分发挥本课题组成员非遗剪

纸传承人吴迎仙老师的作用，打造一支懂本土文化、爱越地剪纸、

精剪纸技艺的教师团队。

（三）课程资源建设

1. 课程教材与指导书：课程建设团队编写校本教材，校本教

材包含理论文化知识与实践指导部分；

2. 课程教学资源库：在网络平台创建内容充实、功能全面、

实用的网站；教学资源库集纸质、电子、网络等多种资源于一体；

教学资源库包括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教师教案、辅助视频、学

生作品、学生学习评价方案等要素；

3. 校内实验实训基地：实训基地为留学生教育学院 2—106 智

慧教室。智慧教室建设经费投入为 30 余万，设备设施齐全，实现

师生双向互动，一次可容纳 30 余人。

4. 课程设计方案

表 1：授课计划

周次 理论与文化知识 实践操作 思政元素

第一周
剪纸理论知识与越

地剪纸文化

规则“喜”

心形“喜”

圆形“喜”

优秀传统文化、

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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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米 字 形 剪 纸 --- 折

纸技法和基本纹样

羊

蝴蝶

感恩、孝顺、自由

正直、诚实

第三周
五 边 角 剪 纸 --- 折

纸技法法和基本纹

样

五折窗花

兰花

坚韧不拔、爱国、

志存高远、以诚相待

第四周 六 角 形 剪 纸 --- 折

纸技法和基本纹样

乌毡帽

王星记扇子

六边形窗花

平凡伟大、坚韧、坚

持、包容、永不放弃、

朴素、智慧

第五周
剪纸中的吉祥符号 绍兴花雕酒坛

勤劳、智慧、酿酒文

化、工匠精神

第六周 绍 兴 水 乡 之 剪

纸——阴剪 阳剪

绍兴石桥

乌篷船

勤劳、智慧、热爱家

乡、人与自然和谐

第七周 绍 兴 名 人、 祝 福 之

剪纸 --- 阴阳剪纸
秋瑾、鱼、鸡

爱国、奉献、勤劳

积极进取、富足

第八周 考试

（1）教学方法：本课程采用教学法、多媒体展示法、情景教

学法、讨论法、示范法、实践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

（2）教学手段：将多媒体教学手段和传统教学方式结合起来，

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和多样化，课程教学中合理有效地应用多

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提高教学效率；进一步充实课程相关教学

资料，在绍兴市“越课堂”慕课联盟平台建设《越地文化剪纸艺术》

课程，将所有剪纸教学资料在网站上公开，使课程网页实现优质

教学资源共享，方便学生在网络中自主学习、交流讨论，并为剪

纸教学资源库建设提供资源共享的平台。

（3）考核方式：建立以体现学生学习态度与创新能力为核心

的课程考核标准。本课程考核方式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部分

组成，按各 50% 的比例计入期末总评成绩。平时成绩总分 100 分，

其中考勤占 20%，课堂表现占 20%，作业占 60%；作业包括“越

课堂”平台教学视频观看、在线讨论、剪纸作品完成并平台分享

等。期末成绩总分 100 分，形式为闭卷笔试 + 作品，其中闭卷笔

试占 50%，考查内容为剪纸基础理论和绍兴地方文化知识，作品

占 50%。

五、教学案例设计及反思

第四章：六边形剪纸——折纸技法和基本纹样

（一）教学目标

目标一，知识与能力目标：1. 了解六边形剪纸的特点和折纸

技法；2. 了解水滴纹、水纹、海浪纹以及三种纹样的剪纸技法；

3. 了解乌毡帽、王星记扇子文化以及体现的越地人民的品质；4. 在

剪纸中学生的审美情趣以及动手和创新能力得到提升。

目标二，过程与方法目标：1. 通过示范法掌握六边形的折纸

技法，水滴纹、水纹、海浪纹的剪纸技法；2. 通过实践法能独自

完成“乌毡帽”和六边形窗花剪纸。

目标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1. 在实践中体验到动手的

乐趣，从而更加热爱生活；2. 在剪纸中爱上越地剪纸艺术，从而

培养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热爱之情。

思政元素：平凡亦伟大、坚韧、坚持、包容、永不放弃、朴素、

智慧

教学工具：纸  剪刀

教学方法：讲授法、情景教学法、示范法、讨论法、实践教

学法

课时安排：2 课时

（二）教学过程：

导入：PPT 展示六边形剪纸图片。

六边形寓意和象征：六边形是圆滑和棱角的折衷，象征六合、

六顺之意。人在社会上不可如圆般圆滑，也不能像正方形、三角

形那样有棱角，我们应该做一只六边形的螺母，以沉稳之心，坚

守自己的岗位，平凡亦伟大。

1. 介绍六边形折纸的技法。（视频展示，实践操作）

2. 介绍剪纸的基本纹样。（PPT 展示，实践操作）

（1）水滴纹： ，水有滴水穿石之力。一滴水虽然渺小，
但只要拥有坚韧、坚持的精神，小小的水滴也能拥有无穷的力量。

水滴纹的剪纸技法。（视频展示、实践操作）

（2）水纹： ，水是生命之源，被赋予厚德载物、海
纳百川的寓意，教导人们要有包容的心态。水纹在剪纸中常与鱼、

船、服饰结合，作为图案的连接。

水纹的剪纸技法。（视频展示、实践操作）

（3）海浪纹 ： ，海浪纹代表寿山福海，具有此起
彼伏永不放弃的象征意义。海浪纹常用于图案的连接和装饰。连

续出现可形成旋转纹，寓意生命生生不息。

海浪纹的剪纸技法。（视频展示、实践操作）

（三）实践操作：

1. 介绍绍兴乌毡帽、王星记扇子文化，体现绍兴人民质朴、

智慧的品质。讨论乌毡帽、扇子的特点，并讲解乌毡帽、扇子的剪法。

2. 独立完成乌毡帽、扇子和六边形窗花的剪纸。（学生讨论

点评，老师总结）

作业：乌毡帽、扇子、六边窗花的剪纸创新，并提交“越课堂”

平台。

课后反思：本堂课的纹样剪法难度较上堂课有一定的增加，

学生经过三次课的操练，剪纸技法熟练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因而

六边形窗花学生已能轻松完成。但海浪纹在剪法上难度较大，需

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反复操练。学生线上提交作品后，师生应及时

点评，对完成较好的作品可群平台展示，以满足学生的成就感。

同时学生在创作时，老师应引导他们感受越地剪纸文化的魅力，

以此增强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并鼓励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学会

创新。总体课堂设计较为合理，但可适当降低纹样难度。

图 1：剪纸课堂及学生作品展示

将越地非遗剪纸艺术融入地方高校教学，既有利于高校学生

了解越地文化，进行思政元素的渗透；也能在实践创作中增强他

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弘扬、传承越地非遗剪纸艺术。

但此课程体系还有待完善，希望在多次的课堂实践中能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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