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色彩系列——璀璨家园》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张绚梓 

《文明家园——重拾锦灰堆》课程教案 

 

授课题目 《文明家园——重拾锦灰堆》 

课时安排 2 学时 

授课班级 基础部一年级 授课类型 新授课 

 

教学目标 

认知目标 

1. 了解锦灰堆的概念和由来，认识锦灰

堆作为中国古代传统艺术珍品展现的

独特魅力； 

2. 通过分析锦灰堆，了解锦灰堆的艺术

特点； 

3. 通过欣赏锦灰堆作品，让学生更深入

了解锦灰堆的艺术造诣。 

 

能力发展目标 

1. 熟悉锦灰堆的创作步骤，学会用全新

的方式绘制出锦灰堆； 

2. 培养学生运用各种材料、采用不同的

方式对锦灰堆作品进行改造。 

 

情感态度价值观

目标 

1. 通过了解锦灰堆的概念、意义和创作

步骤，让学生感受中华艺术文明的辉

煌； 

2. 通过训练学生用全新的方式绘制锦灰

堆，培养学生领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将中华艺术文明传承下去。 

3. 欣赏古代锦灰堆艺术家作品，培养学

生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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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分析 

1. 本课围绕“文明家园——重拾锦灰堆”这一主题展开教学，

介绍锦灰堆的概念、意义，并通过欣赏锦灰堆艺术家作品，

让学生从中感受中华古代艺术的璀璨，培养正确的审美意

识。 

2. 通过知识点的讲授让学生了解传统锦灰堆的制作步骤； 

3. 课程安排以授课和课堂创作为主，引导学生用不同材料、

不同方式再创锦灰堆。 

 

学情分析 

1. 大一学生思维活跃，求学兴致高，领悟能力强，灵感较为

丰富，善于用独特的视角进行创作； 

2. 学生对残缺美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能更好地进行教学开

展。 

3. 本次课堂鼓励学生运用综合材料，为此，教师将在授课过

程通过发散思维，激发学生灵感。 

 

重点难点 

重点 通过对锦灰堆的认识，理解残缺美的审美

价值，并且感受到中华古代艺术文明的精

湛，传播中华艺术文明。 

 

难点 运用不同材料和全新的方式进行锦灰堆创

作。 

 

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示范 

 

教学方法 

讲授法、演示法、自主学习法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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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入课题 

1. 导入：“罗丹曾说：‘生活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残缺美也

是一种美。” 

2. 观看断臂维纳斯的视频，思考并回答“关于残缺美，你还能想到哪些事物？” 

3. 展示有关雕塑、花道、文学的残缺美作品并总结：“残缺美是一种期待的美，

它能唤起人某种特殊的感受，缺陷使人感觉到追求进步、追求美的需要，

从而具有了积极的意义。” 

4. 阐述：“在古代中国文明艺术史中，有一种绘画类别以残缺美的形式呈现，

有人称之为‘非书胜于书、非画胜于画’，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睐。它就是

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锦灰堆’。”由此引出课堂主题——“文明家园—

—重拾锦灰堆”。 

 

二.讲授新课 

（一） “锦灰堆”的由来及概念 

1.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阐述“锦灰堆”这一名称的由来：“相传元代钱选在一次

醉酒后兴起，将当天散落在饭桌上的下酒菜吃剩残物绘制成一幅横卷，并

挥笔题款“锦灰堆。” 

2. 对锦灰堆概念进行阐述：“锦灰堆艺术源自中国传统艺术，是古代文人雅士

书房常见的杂物。锦灰堆是将古旧字画、废旧拓片、废弃画稿等杂物组合

起来，用真实的画法将杂物组合在一起。” 

3. 展示锦灰堆作品，思考并回答“这种残缺美带来的艺术形式给人什么样的

感受？” 

4. 总结：“锦灰堆的残缺美给人古朴典雅、耐人寻味的感觉。清朝，锦灰堆开

始广泛流通，成为文人雅士互赠的一种情谊之物。” 

（二） “锦灰堆”的艺术价值 

欣赏锦灰堆作品，对锦灰堆作品的审美价值进行阐述：“锦灰堆作为中国

个、传统艺术珍品之一，体现了中华古代艺术的精湛和中华文明宝库的璀璨。

如今，锦灰堆由于涉及画种过多，锦灰堆技艺几近失传。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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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责任重拾中华古代文明精髓，将古代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板书） 

（三） “锦灰堆”的艺术表达方式 

1. 欣赏锦灰堆作品，观察并分析锦灰堆中杂物的类别。 

2. 对锦灰堆作品中呈现的物件类别进行归纳：“书法、拓片、碑片、瓦当拓片、

文人画、扇面信札。”（板书） 

3. 阐述：“锦灰堆因为画面中涉及的绘制内容类别多，绘制难度极大，能胜任

的艺术家特别少，除了能书能画，还要擅长拓片等，可谓全能画家。” 

4. 观察锦灰堆中物件的艺术形式，分析锦灰堆的艺术表现形式。 

5. 总结传统锦灰堆的艺术表现形式：（1）材质上采用熟宣和笔墨；（2）处理

方式上，杂物必须呈现破、旧、污、火烧、撕裂、烟熏等状态，以显出作

品的古色古香之趣；（3）结构分布奇特，有疏有密。物件大小有致。总结

时重点对第（2）点和第（3）点进行阐述。（板书） 

6. 通过对锦灰堆的了解，结合创新理念，鼓励学生运用新素材、新方式对锦

灰堆作品进行绘制。（1）绘画材料：除了传统的宣纸和笔墨，还可选择牛

皮纸和水粉；（2）纸张要求：可采用圆形、扇形、纵向或横幅纸张，更显

文人气韵；（3）杂物素材：除了传统的古代文人画、古旧书法、碑帖，还

可选择字帖、报纸、杂志、碎布、旧照片、日历等物件进行创新；（4）杂

物呈现形式：手绘临摹、打印或用现成品进行拼贴；（5）绘制方式：将搜

集的杂物进行融合拼贴，并用手绘方式添加细节，创作出全新方式的锦灰

堆。（板书） 

7. 对创意锦灰堆进行示范，让学生掌握作品的绘制步骤，更好地组织材料，

处理画面。 

8. 总结创意锦灰堆的绘制步骤：（1）素材选定，并进行做旧处理；（2）拼

贴摆放，确定布局设计；（3）手绘添加细节。 

 

（四）   创作训练 

1． 欣赏往届学生优秀作品，让学生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2.  学生围绕“文明家园——重拾锦灰堆”为主题进行创作。 

作品要求：（1）纸张尺寸：不小于 8开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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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传统锦灰堆的艺术表现形式上进行创新。 

3. 课堂辅导：因材施教，对学生作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并对优秀 

作业进行点评，指出学生作业中存在的不足。 

 

四．课堂总结 

    根据板书，对课堂所学知识架构重新梳理一遍。 

 

五．课外延伸 

    搜集在锦灰堆创作中有突出成就的艺术家，了解其生平及艺术造诣，对锦

灰堆进行更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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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家园——重拾锦灰堆 

 

锦灰堆 

组合的残缺艺术  中华文明宝库  中国传统艺术珍品 

 

艺术表达方式 

1、素材：书法、文人画、碑帖 

 

2、表现形式：熟宣和笔墨 

             破、残、撕、烟熏、火烧 

             布局疏密有致，大小分布 

  

3、新材料、新方式：牛皮纸、水粉 

                   圆形、扇形、横幅 

                   字帖、报纸、杂志、碎布、旧照片、日历 

                   现成品、手绘临摹、打印 

                   破、残、撕、熏 

 

4、步骤：          素材选定，做旧处理 

                   布局确定 

                   手绘细节 

 

 

 

 

 

 

 

 

（示范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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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评价 

1. 课堂从“残缺美”的定义和意义引入，通过文学等不同角度欣赏残

缺美作品，并通过视频方式让学生深入理解残缺美，由此引入“锦

灰堆”的主题，让学生对“锦灰堆”建立初步认识的同时，提升了

此次课程的教育意义。 

2. 课堂通过分析锦灰堆的艺术表现方式，了解其艺术价值，让学生深

刻认识到中华古代文明的灿烂，并将古代传统艺术传承下去。 

3. 通过教师示范，让学生明白如何运用新材料、新方式进行创作，学

习古代艺术的同时，也拓宽了学生的创作思路，让学生学会在生活

中寻找美的素材，培养学生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教学

反思 

1. 作为几乎失传的中国传统艺术，锦灰堆的学习资料存在搜集难度大

的问题，教师应借助已有资料，利用创新理念进行授课。 

2. 教师应在示范中增加一个独立的素材处理环节，演示多种方式的做

旧手法，如：利用墨水画在素材边缘，效仿烧和熏的效果，让学生

清楚不同做旧手法的最终呈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