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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儿童美术创作是儿童从事美术活动的形式之一$也是开发儿童智力'思维$培养儿童创新意识的有效途径&随着我国

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各领域与世界各国不断的交流$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这一时期就凸现出来&儿童是国家的未

来$也是民族的希望&在儿童美术创作活动中$儿童的美术创作活动或多或少受到地方某些因素的影响$在题材上'造型上和

色彩上出现了地域性特点$追根求源是受到地方文化因素的影响&从儿童美术创作活动的三个方面$儿童美术创作与地方文

化$儿童美术创作与地方文化表现$儿童美术创作与地方文化的分析$可以展现?北地区儿童美术创作与皖北地域文化之

关系&

关键词!儿童美术创作!地方文化!表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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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隶属于中原地区$处在人文荟萃的涡河流

域$两岸土地肥沃'人杰地灵$生活在此人们不仅创

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

明&一方面$皖北地区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其影响

着人们的行为规范与审美情趣$为社会留下了丰厚

的文化遗产&与此同时$也为儿童从事美术的学习

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多彩的民俗

文化'民间美术资源$使本地区民间美术形式多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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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诸如剪纸'黑陶'香包'布艺'农民画'泥塑'草编

和面糖人等-

#

.

&在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小学美术新课

标与优秀的民间文化资源的共同作用下$皖北地区

依托本地文化$对儿童进行美术创作的学习与辅导$

本地区的儿童美术创作活动出现崭新的气象$同时

也体现了该地区在儿童美术创作方面的特点&

一$儿童美术创作与地方文化

(儿童的美术创作活动都离不开其生活的环

境)

-

!

.

&皖北处我国南北交汇之地$由于儿童从小受

到本地区文化的熏陶$本地区的儿童在意识'语言'

行为规范方面$具备了本地的特性&皖北地区的人

们在美术创作中$善于把不同的艺术形式融会贯通&

因此$该地区儿童的美术创作往往会出现南北风格

兼容的地方文化特质$并具备了三个方面的特性&

&一'题材

题材是人们从事各级各类美术创作活动首要考

虑的问题$儿童在从事美术创作活动时也不例外&

皖北地区儿童的美术创作在取材上$大多表现本地

的自然风光'文化名城'民风民俗'历史名人'生活场

景等$这样就体现了该地区儿童美术创作在题材上

的特殊性&儿童对创作题材的理解$潜移默化的融

入了本地文化&因此$他们在心灵的深处初步感受

到本地文化的精髓$为其健康成长打下了良好的

基石&

&二'语言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是一切艺术

创作活动遵循的基本原则&皖北地区儿童美术创

作$在语言上呈现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艺术语言形

式的出现$离不开文化的支撑&皖北儿童美术创作

从民间美术中吸取营养$通过不同的材料'材质进行

艺术的再创造$使儿童美术创作形式出现新的语言$

并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三'活动

皖北儿童美术创作的开展形式$多采用灵活的

方式进行$除正常的活动之外$开拓式的开展儿童访

问'儿童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参观本地古建筑'聘请

民间艺术家现场讲座'演示等方式$充分利用网络进

行创作教学&注重发挥儿童自主创作$培养儿童的

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儿童在愉悦的环境中去学习'去

创造&同时营造轻松的创作环境$顺其自然的进行

儿童美术创作活动$这种理念与道家学说有异曲同

工之妙&

二$儿童美术创作与地方文化表现

&一'地方文化制约儿童的身心发展

儿童的成长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这一时

期$地方文化因素陪伴着儿童的成长&

"

3

%

岁是儿

童对地方文化的(感知期)$儿童通过视觉'触觉$观

察'接触周围的物体$初步认知形状'色彩$这些物体

乃是地方文化的集合&

C

3

$

岁是儿童对地方文化

的(理解与认同期)$即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知

识'技能的掌握$感受地方文化$由(感知期)转化到

(理解与认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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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是儿童对地方文化的

(行为规范期)$这一时期由于家长'教师的严格要

求$儿童逐步在日常行为中潜意识要求自己的行为

规范&为此儿童的身心发展与地方文化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对人的一生$产生深远的意义-

%

.

C%

&

&二'地方文化促进了儿童美术创作活动

儿童从事美术活动一般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涂

鸦期)$二是(象征期)$三是(概念化期)$四是(写实

期)

-

C

.

!!\!A

&(涂鸦期)儿童从事美术活动是一种积极

的学习活动$没有明确的目的$以游戏形式进行画线

活动$也是儿童有意模仿其所熟悉周围坏境的结果&

(象征期)儿童逐步能表达他们想要表现的事物了$

能用简单的线和形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事物的特征$

有了明显表达意图&(概念化期)儿童开始用一定的

图式描画周围的环境$(儿童开始真正运用绘画的方

法有目的'有意识的再现周围事物和自己经验的时

期)

-

>

.

##@

&(写实期)儿童掌握一定的绘画写实技巧$

通过绘画的方式对所处的环境进行写实的再现&为

此儿童在从事美术活动之初$就出现地域性这一显

著的特点&

&三'地方文化拓展了儿童美术创作形式

儿童美术创作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吸收本地

的其他艺术形式$将其融入到创作的作品中&这是

因为儿童生活在特定文化区域$对本地的艺术表现

形式比较熟悉$并在儿童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儿童在从事美术创作时$不自觉的就把本地的艺

术表现形式融入到创作的作品之中$例如有的儿童

在创作的作品中$出现剪纸的表现形式'泥塑的表现

形式'版画的表现形式'农民画的形式等&由此可

见$儿童在从事美术创作活动时$在其表现形式上或

多或少的出现本地民间美术表现形式的踪迹$从而

突出了儿童美术创作在表现形式上的地方性特点&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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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文化丰富了儿童美术创作语言

儿童的美术创作语言形式多种多样&在语言的

运用方面$儿童除采用自己独特的语言之外$同时也

与地方的审美习惯现结合&如本地区人们有的喜爱

粗犷的语言$反映到儿童的作品中会出现粗犷的线

条'厚重的形象!有的偏爱细腻'柔美的语言$则在儿

童作品中表现出纤细的线条'细腻的形象&如果在

一幅儿童美术作品中$同时出现具有纤细与粗犷相

结合的语言$则代表本地的人们偏爱兼容的语言形

式$这一特质说明儿童美术创作的语言表现$与本地

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突出了儿童美术创作语言的地

方性这一重要特征&

三$儿童美术创作与地方文化的分析

&一'题材与地方文化

皖北地区儿童美术创作在题材选择上$立足于

本地$依据人们的审美习惯'风土人情等&皖北地区

儿童美术创作在选择的题材形式上大体归纳有六

种&一是(实地写生)题材$即依据对本地区的景色

进行实地写生$而后进行加工创作&此题材一般适

应高年级的学生$其目的让学生通过写生感受本地

区的自然风光$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怀&如蚌埠

市
#!

岁刘雨涵创作的*可爱的家乡+$画面中以荆山

为主要场景$加之淮河大桥和现代化的建筑$宽广的

马路来体现家乡的变迁与自然风貌&作品表达了小

作者热爱家乡的情结$把本地特有的人文与自然风

光表现出来&二是(历史故实'事件)题材$即对本地

区发生的历史故事和重大事件为主的创作题材&此

题材适应中'高年级的学生进行创作&如亳州市
@

岁李嘉惠创作的*战场中的花木兰+$该题材是地方

历史故事$首先作者需要了解花木兰生平及主要人

生经历$通过这一过程$小作者对亳州的历史文化有

了初步的认识$并使地方文化融入到作者的创作情

景之中&三是(神话传说)题材$如灵璧县
#"

岁谢阔

师创作的*钟馗+$利用神话传说表现美好的祈望$画

面中钟馗手持宝剑$周围环绕着四只蝙蝠$寓意钟馗

惩恶扬善的性格$四只蝙蝠是给善良的人们带来(福

祉)&四是(民风民俗)题材$即反映本地区的人文思

想与生活习惯$如蒙城县
A

岁王嘉惠创作的*我给妈

妈倒一杯水+$画面通过两个形象$一是女儿为母亲

端水$另一则是刚下班的妈妈$表现出现实家庭温馨

的场景$从画意可以理解到尊敬长辈之意&五是(风

土人情)题材$主要表现本地区的生活习俗$如淮北

小画家杜心源的作品*婚嫁+$通过作者细心观察青

年人结婚的场景$着重描绘结婚的喜庆场面$画面充

满浓浓的地方趣味&六是(文化遗产)题材$如亳州

小画家李家琪创作的*花戏楼+'*五禽戏+都是取材

(文化遗产)方面的题材&总之$皖北地区的儿童美

术创作$在选材上都依托本地区的文化特色进行美

术创作&

&二'造型与地方文化

#<

+返璞归真,的创作理念

(真)即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是指对事物从本

源上来认知&皖北地区的儿童由于受到环境与人文

思想的影响$在造型方面多以简练'概括的线条对形

象进行塑造$也是儿童通过对本地人文思想潜移默

化的理解而形成$借以体现(真)的创作理念&如萧

县小画家梅鑫衢创作的*秋韵+$通过表现一组凋谢

的荷来表现秋的韵味&画面以简练'概括的线条表

现荷的凋谢$寥寥数笔形成残荷的坚挺与脆弱并存

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效果的出现$与(返璞归真)的

创作理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

吸收民间美术的造型手法

皖北地区是我国民间剪纸艺术的故乡之一&

(夸张'变形)是皖北地区民间剪纸艺术的主要造型

特点&儿童通过欣赏和学习民间剪纸艺术$从中体

会到皖北剪纸艺术在造型上的精髓$常在创作中把

民间剪纸造型特点融入作品之中$使儿童美术创作

作品耳目一新$让欣赏者从儿童美术创作作品中$体

会到皖北民间美术的造型特点&如宿州小画家林嘉

绮创作的*关羽像+$关羽的形象采用剪纸的造型手

法来表现$经过变形'夸张$使人物形象显得高大'豪

爽与英雄的气概$同时又结合民间年画的手法对形

象进行内部的装饰$使人物更加突出&在线条的运

用方面$以粗壮的线条寥寥数笔勾勒出人物的外轮

廓$以较细的线条表现人物形象的内部装饰$体现关

羽是一位讲(义)的勇士与战将$人物形象达到形神

兼备的艺术效果&

%<

兼容性的造型特点

南北方造型的兼容性是皖北地区儿童造型的另

一突出特点&我国南方儿童美术创作在造型上$讲

究造型的严谨'逼真与(再现性)$以细腻的线条塑造

形象&北方儿童美术创作在造型上更多的注重(意

象性)的表达$不注重形的似$以粗犷的线条概括表

现形象的(情趣)$形成写意式的造型特点&皖北儿

童在造型方面$把南北的造型特点融为一体$吸收南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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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造型的(再现性)与北方造型的(意象性)$形成了

皖北儿童造型独特的一面&如阜阳小画家郑冰洁创

作的*繁忙的都市+$作品以平面的手法来组织画面&

全画由地上'地下两部分所构成$地上部分占全画四

分之三的面积$表现纵横交错的城市立交桥与飞驰

的汽车$地下部分则表现地铁站繁忙的情景&在造

型方面$纵横交错的立交桥'飞驰的汽车'奔驰在地

下的地铁'错落有致的桥墩$都以粗犷的线条来造

型$意在表现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人物的形象则以

较细的线条进行深入的塑造$较准确表达匆忙人群

的动态与神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塑造形象

上$使用了兼容性的手法来造型$同时也体现了皖北

地区儿童造型的特点&

&三'色彩与地方文化

#<

色彩明度的分析

色彩明度的不同易引起儿童对色彩的认识&不

同明度的色彩$会给儿童带来不同的感受&皖北地

区的儿童对色彩明度的不同有着独特的理解$明度

较高的颜色互相并置$则产生(清静)'(欢快)之意!

明度较低的颜色互相并置$则产生(沉稳)'(神秘)之

感!色彩明度居中者则寓意(含蓄)'(诙谐)之意&在

皖北儿童美术作品中$出现色彩明度高的作品和色

彩明度低的作品加少许色彩明度居中的颜色$使画

面色彩明度变化更加丰富&如宿州小画家张紫薇创

作的*遨游太空+$画面以一片飞翔在太空中的树叶$

两个身在树叶之中的小朋友$向观众招手致意的情

景所构成&深蓝色的太空与深绿色的树叶构成画面

的主色"明度较低#$以此表现太空的神秘$小朋友皮

肤明度较高的颜色$形成愉快的心情$衣服则以居中

明度的红'橙两色构成$表达小作者诙谐的一面&由

此看来$皖北地区儿童对色彩明度的认识与运用$有

着其独特的一面&

!<

色彩冷暖的分析

色彩的冷暖有着不同的属性与感受&暖色给人

以温暖'热烈与善之意!冷色则给人以安静'深远与

恶之感&皖北地区儿童较好的把握这一属性$且运

用到创作的色彩之中$美好'善良的事物用暖色处

理$丑恶的则用冷色来表现$这都是由于地方文化的

因素而形成的&如亳州小画家齐季梧创作的*打秦

桧+$在冷暖色的处理上$把秦桧的形象使用冷色和

复色来表现$寓意邪恶与阴谋$正面形象则使用暖色

和单纯的色彩来处理$给人以正义'高大之意&这种

儿童画对色彩的处理$为儿童辨别真善美'丑与恶提

供了视觉依据&

%<

营造朴实与庄重的色彩处理风格

(朴实与庄重)的色彩处理风格是皖北儿童从事

美术创作对色彩处理的又一突出特点$同时也是道

家思想追求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体现&在儿

童的创作作品中会出现用黑白两色或运用黑白灰三

色加少许的纯色$来营造朴实与庄重的色彩风格&

如淮南的小画家林佳琪创作的*春之初+$画面是以

黑'白'灰为主色$加少许的嫩绿色置于画面之中$用

于体现初春之意$同时用黑'白'灰三色来表现皖北

地区厚重'朴实的民风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风格

的营造都与地方文化形成相承关系&

四$结语与展望

开展儿童美术创作活动$能提高儿童独立思考

的能力与创造力$是对儿童进行审美培养的最佳途

径&儿童美术创作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文化)&

(文化)造就了人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则通过绘画

的手段来传递文化与精神内涵&通过对皖北地区儿

童美术创作的分析$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艺术

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一根本规律&皖北地区

儿童美术创作独特之处$在于它深深扎根本地的文

化土壤$生根'开花'结果&同时皖北的儿童美术创

作能融入西方儿童绘画意识$定将走向世界的绘画

艺术中$向世人展示皖北地区儿童美术创作独特的

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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