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４２（６）：１２５～１２９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０２
作者简介：陈子牛 （１９６６—），男，云南昆明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植物学、花卉学、插花艺术教学研究．

　通讯作者：张悦 （１９８１—），男，云南昆明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分子植物病理学研究，Ｅｍａｉｌ：１１４３９７７４６４＠
　ｑｑｃｏｍ．

应用型本科院校 “插花艺术”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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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 “插花艺术”课程教学改革，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教学目标，并根据昆明市

打造 “世界春城花都” “世界花园”品牌的需要，结合昆明市对培养花艺、花文化传播人才的要求，分

析了传统教学模式下 “插花艺术”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创新教学
内容，以及应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等措施，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本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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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有高等植物约 １７０００多种，占全国的
６３％，其中有花卉植物１５００种以上，因此，云南
被誉为 “植物王国” “花卉王国”［１］．而以昆明为
主的高原特色花卉产业，已连续２６年在鲜花种植
面积、产量上位居全国第一［２］．２０２０年 ５月 １０
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 “世界花园”

一词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３］，为昆明打造

“世界春城花都”“世界花园”奠定了坚实基础［３］，

这意味着昆明市将在建设花文化产业上重点发力，

同时也对培养花艺、花文化传播人才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４］．
昆明某高校作为昆明市插花艺术教学和研究中

心，从２０１９年开始承担培训昆明市花艺、花文化
传播人才的任务，以及昆明市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

技能专项培训留学生职业技能 ＰＲＯＪＥＣＴ／培训任
务，先后共培训学员１０００余人，同时承办了第三
届昆明市名匠杯职业技能大赛花艺师技能竞赛［５］．
此外，还开展了插花高技能人才 “进社区、进企

业、进学校”活动，例如在云南白药集团、省科

技厅、昆明学院经开区附属中学等均开展过相关

活动．
针对 “插花艺术”课程传统教学中存在的不

足，并参照 《昆明市推进世界春城花都建设２０２０
年工作方案》［６］，探索应用型本科院校 “插花艺



术”课程教学改革，对于花艺、花文化人才培养

具有重要意义．

１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１１　课程特点
“插花艺术”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课

程，该课程既是一门素质教育课，也是一门职业技

能课．在本科院校属于专业方向课、专业任选课、
公共选修课等．由于插花艺术具有雅俗共赏的特
点，在我国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消费人群，能够

满足现代人们审美和时尚的需求，目前已成为美化

生活、陶冶情操、增添社会财富的 “美丽产业”．
昆明市花文化历史悠久、基础坚实、底蕴深

厚，鲜花已成为该市的一张独特名片．而昆明部分
高校开设的 “插花艺术”作为独具特色的一门课

程，表现出以下特点：１）学生参与积极性高，选
课人数较多；２）教学过程中实作性强．要求学生
多动手、多练习；３）课程教学需要一定的经费支
撑，如购买花材、叶材、辅助材料、工具等；４）
插花作品是立体作品，作品立意需具备一定的专业

基础知识和文化内涵，制作过程对每一朵花要有空

间定位能力；５）掌握插花技能需要一定时间的积
累、知识和技能积累等；６）学习初期会遇到一定
的困难，存在入门难等问题．

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课程教学主要以

理论教学为主，且多采用讲授法、演示法，教学过

程单一、呆板、机械，导致一堂课下来，学生似乎

听懂了，但却印象不深刻，没有掌握插花的基本理

论、基本技法，更没有真正理解插花艺术的内涵．
１２　传统教学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授课时虽然注

重插花的具体操作过程和技法展示，但学生往往会忽

视技能操作背后的精髓，导致他们对插花的理解局限

于表面化、抽象化、格式化，没有掌握插花艺术的内

涵、实质、原则、依据、过程等．在教学中发现，许
多学生会简单地将插花艺术认为就是把花插在瓶子

中，至于怎么插，并不注重过程，只注重结果．而他
们对植物的生长过程，以及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

学特性知之甚少．此外，存在理论联系实际较少，缺
乏实践性；缺少想象力，没有创新性；似乎一看就

懂，但一做就错，多错几次就会失去兴趣等问题．因
此，教学中应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该课程的专业知

识，还要掌握植物学、花卉学等学科的知识，要扩大

知识面，广开思路，丰富创作灵感．

２　教学方法改革

“插花艺术”是一门极具地方特色的课程，选

课人数较多，如何在较短时间内让学生掌握该课程

的基础知识，提升其技能水平，达到学以致用，值

得教师去深入思考和探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依托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等

教学方式，以及展示经典艺术插花图片、实物等，

并采取提问、讨论、点评作品等形式加强师生间的

交流，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２１　利用多媒体手段

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培养学生的插花空

间想象力以及花材的插控能力．由于插花作品是立
体的空间作品，插花过程最忌讳将花材插成直线、

插成平面．如何让学生理解材料之间的对空、错
位、有高有低、有上有下等植物立体定位过程，以

往的做法是教师演示操作，学生围拢观看．目前，
由于学生人数较多，不可能近距离观看，加之很多

学生缺乏生活经验，不能准确理解插花的空间定位

过程．而采用多媒体教学不仅能够增加课堂信息
量，还可把难以理解的自然形态和三维空间，直

观、形象、生动、真实地展示出来．为提高教学效
果，教师采用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设计制作了基本形插花模
拟装置 （图１），该模拟装置具有以下功能：１）可
选定花材、配叶、花器、花形等；２）花材、配
叶、花色、大小、花和叶的方向可随意调整、更

换；３）花形辅助线条形状、大小、长短可调，且
可撤销或隐藏；４）学生插花结束后，可利用辅助
工具进行打分、自我评判等．例如，在讲授三角形
插花时，选择该装置的 “三角形”，就能够把 “三

角形”插花过程，以及原理、依据、插花技法等

清晰地呈现出来，教师可以一边操作，一边讲授．
利用插花模拟装置进行教学，可使抽象、难懂

的插花原理及空间结构变得直观、形象．该装置还
能满足花材修剪 “以构图需要为目的，顺其自然

为主导，层次分明，造型美观”的要求．特别是
对于学生难以把握的花材空间定位，该软件进入编

辑状态，素材就可以灵活拖动，素材的大小、方

向、长短、角度、层次能自由调控、精准定位，形

象地展现出材料的空间定位过程．例如，三角形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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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制作插花作品过程 （图２），学生不仅可以选择
花材、花器等素材，也可任意选择其他材料替换这

些素材，还可设计不同艺术风格、表现形式及用途

的花艺作品．图３和图４分别为使用该装置制作的
三角形和半球形模拟制作作品．由此可见，采用该
模拟装置进行教学，不仅可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教学质量，还降低了教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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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本形插花模拟装置

图２　三角形模拟制作作品过程

图３　三角形模拟制作作品

图４　半球形模拟制作作品

２２　采用多种教学方式
采取讨论式、启发式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学，可

以加强师生之间互动交流，活跃课堂氛围．由于插
花过程是最少的固定、最多的例外，最少常规、最

多变化的艺术创作活动，其构图虽然灵活多样，但

却不是随意制作，需遵循一定的原理和要求．而讲
授这些理论时，学生会感到枯燥无味，如何将上述

规律巧妙融合到教学中，使学生产生兴趣，教师采

取了与学生互动的方法，构建了插花作品制作过程

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根据插花的原则、依据、要

求和学生兴趣点等，经教师与学生讨论后，让学生

自己制作一套插花作品的评分体系，要求该体系能

够实现计算机或手机上操作，可对教学过程跟踪评

价．例如，把插花基本形制作过程及要求用 Ｅｘｃｅｌ
设计为一个打分表，项目的分值可以不固定，可根

据学生的学习目的不同而灵活调整．判断为 “是”

和 “否”两项，得分由Ｅｘｃｅｌ表格自动累计得到总
分 （图５）．学生通过对自己的作品打分，可了解
其在插花制作过程是否达到要求及存在的不足，最

后由教师进行点评．
作品点评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教师选择经

典的插花作品和学生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点评．以
往的做法是教师讲学生听，课堂气氛沉闷．现在更
多的是教师引导，师生互动点评．此环节要求教师
根据课前设计，准备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参

加讨论，启发学生，引导学生评析作品．例如，选
择同一主题或功能的作品，从作品的主题、造型、

构图、色彩、功能、特色等方面进行评价，教师与

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析作品，集思广益，从而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教学中采取师生互动式教学，对教师提出了

更高要求．授课前教师要对教学过程进行综合分
析，针对教学目标、教学要求、教学重点和难点进

行梳理，有意识地设计问题，提问的角度、难度、

切入点都要深思熟虑．例如：以 “结合客厅实际

设计花艺作品”，预先要设计问题让学生熟悉客厅

花艺设计的原理、依据、特色等；以 “结合酒店

经营理念”设计前厅花艺作品，预先要让学生清

楚酒店的经营理念、文化、传统、风格等．唯有如
此，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花艺设计．在互动交流
中，要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使学

生搞清楚花艺设计的来龙去脉，如主题、功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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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等．此外，还可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如超星、雨
课堂、智慧树、微信群、ｑｑ群、钉钉等，教师预
先设计一些有趣的问题，让学生提前预习，则有利

于提高学生的课堂注意力，激发学习兴趣，活跃课

堂氛围．

图５　花材定位练习打分

３　转变传统教学理念

３１　更新教学内容，培养创新意识
插花艺术作品的制作过程就是还原植物自然生

长姿态的过程．简而言之，插花就是植物怎么长就
怎么插．然而，植物有自己的生长发育规律，如葵
花朵朵向阳开，花头围绕着太阳转；植物体内有生

长点，枝叶从生长点长出，产生多姿多彩的空间变

化等．此外，花像人一样是有灵性的，以花拟人，
人花通灵．很多学生在插花时，由于脱离了植物的
本性，导致其不知从何下手，不能插出通灵透气的

艺术效果．若把植物学的知识巧妙地融入教学中，
引导学生去观察大自然及植物的生长过程，了解植

物的习性．这样学生在插花时，才能目标准、方向
明，巧妙定位每一枝花材，创作出优秀的插花艺术

作品．
３２　融入相关学科的知识

在教学中融入一些相关学科的知识，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教学质量．例如：通过学
习植物的生活史过程，让学生了解植物的生物学特

性；介绍植物生长与环境的关系，让学生了解植物

的生态学特性．这些知识对于学生掌握植物的自然
属性很有意义．如：顶端优势［７］指植物主茎顶端

生长快，抑制着下端邻近的侧芽生长，促使主干长

得又高又直，下端生长减弱的现象；生长点特性指

植物生长往往是从生长点开始从一个点或者多个点

出发向外生长；叶子的镶嵌性是同一植株的许多

叶，在与阳光垂直的平面上彼此交错生长，叶片互

不遮光现象．这些特性都反映了植物生长的空间位
置，枝条向上生长，错落有致等．因此，只有正确
理解植物生长的规律，才能掌握插花艺术的精髓、

灵魂；只有遵循植物生长发育的内在规律，能让插

花作品充满生命的律动、自然的韵律．

４　创新教学内容

将植物生长过程中的相关自然辨证法知识融入

教学内容，并引导学生观察自然界植物的生长过

程．例如：比例与尺度指植物在自然环境中特有的
空间位置，插花作品的大小 （比例尺度）与环境

和空间大小相匹配，插花的黄金比例为３∶５∶８［７］．
多样与统一告诉我们自然界的植物多种多样，无论

其种类怎么多，相同环境中的植物适应环境的途径

是一致的．因此，插花过程中要注意基本要素的多
样和要素变化要有一致性，这样才能使插花作品整

体和谐．有的植物为了适应环境争夺阳光、空间和
养分或受外力作用向某一方向生长，形成或多或少

的间隙，枝条间不相交就平行生长［８］．而有的植
物会利用平行生长的空隙和养分逆向生长，与平行

生长的植物形成交叉［９］．通过仔细观察，深刻理
解，认真品味插花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不仅增加了

学习的趣味性，而且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

是插花艺术多姿多彩的创作源泉．
插花艺术涉及的知识面广，融入了自然学科、

人文学科的相关知识，属于综合性艺术．只有掌握
必要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并具备一定的插花艺

术造诣，才能领悟插花的真谛，丰富创作灵感．

５　结语

借助多媒体手段，特别是利用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插花
模拟装置展示插花的空间定位、基本花形的制作过

程，可提高学生插花空间想象力和花材的控制能

力，促进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使其上手快，并

提高动手能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用插花作
品制作过程评价体系，可让学生检查所学知识要

领、技能技法的掌握情况和学习效果．此外，将插
花艺术与其他学科相联系，文理相融，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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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得益彰，把插花艺术教学过程中的教学难点

（如植物的生物学特性、生态学特性、生长点、组

群、重叠、并列、自由生长等）有机地贯穿在教

学过程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了他们的

知识面．
云南省提出到２０２２年云花要发展成为世界一

流 “绿色食品牌”“千亿产业”．为促进花卉产业、
花文化产业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对高校人才培养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插花艺术”作为一门素质教
育课及职业技能课，必须从教学方式、教学手段、

教学内容、实践操作等进行改革，强化技能培养，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为经济发展服务为导向，紧

密围绕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模板，并根据岗位需

要，突出应用型能力培养，提高创新能力，培养适

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本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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