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所在的学校牟山镇，地处余姚西北，
有许多传统的东西，其中在传统民居建筑部件
砖瓦上，就有许多地域特色的传统纹样，如何
培养学生美术创意，把当地特有的传统纹样元
素融入教学创作，笔者做了“传统纹样装饰废
旧轮胎”的探索。

这是一种具有童趣味的艺术表现形式，学
生们通过一个个废旧的轮胎，一支支毛笔，一
张张设计好的图纸，利用丙烯颜料不易掉色的
特性，结合丰富传统砖瓦纹样元素，运用组合、
夸张等方法，装饰植物，动物，自然等纹样，让
废旧的轮胎脱胎换骨，呈现出不一样的艺术美
感，通过这一过程培养了学生的美术创意和创
作能力，丰富了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还树立了
环保和美化环境的意识。

一、展现纹样特色
在内容上体现创意

余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特而悠
久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众多的古建筑、古民
居。这些建筑上的部件砖和瓦，有独特魅力，不
但内容丰富、造型精美、应用范围广，还蕴含着
丰富和美好的寓意。

要想上好这堂美术创意拓展课，传统砖瓦
纹样的运用和表现是教学拓展中的重点。笔者
结合以前的探究，参阅了《中国古代建筑砖雕》
《中国民间吉祥艺术》《剪纸民俗的文化阐释》
等有关传统纹样的书籍，印制砖瓦纹样的参考
资料，深入感受地方传统特色文化的魅力。学
生们重新走进当地传统古民居，用参观、拍照、
收集实物等方式深入生活，直观触摸并体验了
砖瓦纹样的装饰美。

经过美术社团实践探索，笔者探索了在废
旧轮胎上对砖瓦纹样创意运用的内容。

1.仿砖瓦植物纹样
设计之前，笔者先引导学生观察砖瓦纹样

上植物纹样的特点，常见纹样内容主要有卷草，
腊梅，缠枝，芙蓉花，菊花，长寿花，牡丹花等，内
容比较单一的，一般为三叶片和多叶片一种内容
的重复，或者对称。学生在确定轮胎上描绘的内
容时，先抓住这些纹样的特点，确定描绘的内容
后，再进行摹仿砖瓦纹样来装饰轮胎（如下图）。

这件作品，学生主要是选择了半个轮胎，
涂成白色，然后选择了砖瓦纹样中的卷草纹并
且添上了一些金银花等内容，加上半圆的轮
胎，使他成为了一种半环绕的纹样造型，蓝色
花纹配上白底，幽倩美观，明净素雅，别有一番
风味。

2.仿砖瓦动物纹样
笔者先让学生仔细观察砖瓦动物纹样特

点。如龙纹，其造型特点是横置S形，上下都是
弯曲的；虎纹，作侧面回顾状，尾部卷曲，作适
合安排。

学生根据砖瓦动物纹样的特点，选择半圆
的轮胎，配以合适的龙纹图案，在轮胎上用深
色颜料涂满，再添画上抽象的 S形龙纹等图
案，使它有了一种独特的古朴之美（如下图）。

二、结合技法，在描绘中体现创意

废旧轮胎由于表面坚硬不平整，孩子要在
上面描绘精美纹样，有一定难度。所以，技法是
非常关键的，需要广泛借鉴，更要另辟蹊径。

1.另辟蹊径
最直接的方法是“直接画纹样法”，用水粉

颜料直接把纹样画在上面，但由于轮胎颜色是
黑色，学生纹样画上去后显得空洞，凸显不出
纹样的美来，况且刚涂完的颜料，一下雨就会
全部脱落，保存也成了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用了丙烯颜料来作为
材料，在轮胎干燥的情况下，用颜料在轮胎上
面均匀的涂上一遍底色，等干了再涂上一遍，
直到均匀为止，然后等干后在上面添画上砖瓦
纹样运用对比色会让纹样更显现出美来。笔者
经反复实践，发现这种涂色和添画技法可行，
能原生态化简单的表现砖瓦纹饰。

2.活学活用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有些学生的实践

恰巧是创意的火花，蕴含着独特的发现和创
新。在这过程中，就需要老师顺势活学活用让
其他学生尝试。这件作品（如下图）是这样完成
创作的，上社团课那天，学生创作好的作品后
觉得边缘太粗糙，于是他就用毛笔在纹样上又
填了一圈边，这样原先的纹样就呈现了两种色

彩层次，居然让这个画在轮胎上的纹样更加完
美了，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个实践中的发现与收获，是笔者发现在
纹样边缘勾勒一遍的独特效果：使纹样更加的
完美，边缘的勾勒可以填补图案纹样，尤其是
复杂的纹样，让纹样更加饱满美观。适合比较
复杂的纹样和添画制作。

三、在构思中体现创意

作为创作载体的轮胎，有着不同造型。创
作时，需要根据眼前的轮胎形状，仔细观察它
的样子，添画出符合它的纹样，让砖瓦纹样焕
发出不一样的魅力。

如，面对一个半圆轮胎，学生依据生活经
验展开设计和联想，不禁想到了池塘的荷花和
荷叶，但又不能照实添画，还要艺术处理，灵活
变通。轮胎的主体用砖瓦中的植物纹荷花为主
要元素，荷花之间只是添加了荷叶等元素，赋
予了植物纹样颜色和重新组合的效果（如下
图）。

在创作时，有的学生添画砖瓦纹样比较概
括，因此，学生创作后，剩下的空间太大，不够
完整，缺少关键的元素，这时，可以利用纹样的
连续排列来丰富形象，补充构思，使之完整，具
体。

一只只装饰好的轮胎，或悬挂或摆放在校
园中，与花架、草坪相映衬。有同学看到了产生
了新的想法，对装饰并悬挂在花架旁的轮胎进
行二次加工，种上了水生植物，为校园再添一
抹绿。

四、实践后的思考

乡镇学校，有着市区学校所没有的艺术资
源，是“他无我有”的资源，因地制宜的把本地
的传统古民居砖、瓦上的纹样引入教学实践，
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意拓展，既是传承和创
新，也是一个对丰富课堂内容的有益补充，促
使学生对本土文化的了解与认同，促进了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思
维和丰富的想象力，敢于创造性的设计和创
作。

同时，教师在实践过程中，变成了课程教
材的研创者、实践者，使美术教学更富有传统
性、创意性和综合性，为乡镇美术特色教学带
来了不一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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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地方传统文化 创美术社团教学
——传统砖瓦纹样在废旧轮胎中的美术创意拓展

传统砖瓦纹样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无我有”的资
源，而废旧轮胎又是比较易得的物品，不受地域的限制，通过社团这个
载体，把本地特有的传统砖瓦纹样引入教学，在教学中把两者创意融
合，进行创作，既使得传统纹样得到传承与创新，又丰富并拓展了教学
内容，还能让学生树立环保和美化环境的意识，在学习中产生了解和
探索的兴趣，并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多种形式的表现，促进学生美术素
养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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