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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饰品的成型工艺
——泥板成型法设计制作茶壶的教学案例展示

熊青珍

（广东财经大学，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陶瓷饰品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教学团队基于承担的“艺术+思”为聚焦的产品设计课程思政项目而悉心打造的系列课程之一。

本文以自己的教学活动过程和课堂教学实践作为展示对象，以彰显传统陶瓷文化的现代魅力，将“手艺”进课堂与课程思政紧密联系，

对创新传统文化与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方法和课堂教学实践中所作行为决策进行分析，坚持以在课堂中分享陶瓷技艺精髓、领悟祖先智慧、

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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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思路

（一）课程目标 

1. 知识与能力目标

本课程贯彻“以文化人”“以美育人”“以瓷养人”的传统

文化传承理念和模式，主要传授中华传统陶瓷的基本原理与内在

的本质规律，通过对陶瓷文化学习，使学生对陶瓷艺术形式有一

个比较全面的理性认识和深刻的理论把握，帮助树立正确的生态

观念、艺术价值观。同时，加深对陶瓷艺术的起源、价值、种类、

风格、艺术意境等艺术特征系统认知，把传统陶瓷与现代设计融

为一体，注重陶瓷饰品与人、陶瓷饰品空间的有机联系，认识陶

瓷饰品价值观的实质，掌握陶瓷饰品的泥条成型、泥板成型和手

捏制等成型方法，能根据不同的制作方法设计制作，同时，注重

经典理论和知识点的关联，并运用所学的知识设计出既传承历史

血脉又体现与时俱进的陶瓷产品。

2. 思政育人目标

（1）以弘扬、传统陶瓷知识和陶瓷制作工艺为主，以师生为

主体，以手工艺为纽带，以提高艺术审美为主导，引导学生用艺

术的眼光发现自然泥土之美，深刻了解陶瓷历史，增强民族自豪感。

（2）借助建立的 2 个校外设计与陶瓷实践基地，为课堂教学

的课外延伸提供保障，如《课程群服务于产业模式下的美器美食

的创意设计》项目的实施， 帮助学生树立履行时代赋予使命的责

任担当，为企业提供服务设计，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与

规范修养，团结合作的精神，从身和心两个方面做好继续积极进

行专业学习的准备。

（二）本课程内容简介 

教学内容 思政要素切入点 育人目标

陶瓷饰品概述 思政切入点：巧用时政案例迁移知识点，引导学生

接受陶瓷语言的艺术美和与之相联系的道德观念。

通过学习了解陶瓷发展史和感受陶瓷文化精神，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培养学生设计应用能力。

陶瓷饰品材料

的认识学习
分析对材料的认识。发现材质之美。

泥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之一。通过对陶瓷材料加工的认识，

帮助学生领略泥土的自然美，陶冶学生情操，树立崇尚自然增强投身生

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

陶瓷饰品系统

化设计原理

利用揉、搓、压、捏、切、堆等方法进行饰品设计肌理、

造型训练，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语言。
丰富视觉设计和审美经验，体验团队合作设计的乐趣。

陶瓷饰品的成

型工艺
示范紫砂壶的制作，体验制作感受紫砂的魅力。

掌握平面与立体的造型规律，提高平面造型的能力以及手、眼、脑协调

活动的能力。

陶瓷饰品造型设

计与艺术装饰
器物与装饰之美

开展课程群如何服务于企业的教学工作研修或交流活动，重点对基本技

能、教学方法、教学设计等设计，培养学生的职业诚信道德和设计使命感。

体验陶瓷饰品

的制作方法

借力“校外陶瓷实习基地”学习陶瓷

从设计到产品制作烧制的整个工作流程。
感受陶瓷行业发展趋势，达到认知、体验和实践三位一体目标。

陶瓷饰品设计

优秀方案

从承接项目、市场分析、创意构思、确定方案、绘

制草图、效果图、选定稿件、产品制作各环节讲解。

厘清传统文化与再设计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升知识点与技能、特性创新

设计。

二、 陶瓷饰品的成型工艺——泥板成型法设计茶壶的教学展

示 

（一）教学目标 

陶瓷饰品的成型工艺主要强调培养学生的动手制作能力。通

过学习陶瓷饰品的成型方法，使学生感受传统陶瓷技艺的民间智

慧，体会茶壶的造型与线条美，功能与使用结合的特性，并运用

美学原理勇于创新。

（二）教学内容 

教学过程及内容 设计意图

课程导入

1、介绍自我对茶壶的认识与使用经历。

2、你最喜欢的茶壶是哪类型作品，妙在哪里？为什么 ?  

小组讨论：陶瓷饰品等不同器物能为我们的空间环境做些什么？

提问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厘清茶壶与生活之间的逻辑关系。

小组讨论是为了让学生联系实际，对传统文化有正确的认知践行方式和自豪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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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分析

1、分析茶壶的结构

2、示范 - 使学生掌握紫砂壶的成型的理论知识和制作过程。

切入思政育人点：认识茶壶的价值与使用功能。关注茶壶层面装饰的手法，

关注茶壶装饰书法对汉字的形式要求。

三、课程总结（优秀方案分享与讲解）
进一步强化思政育人点：传承陶瓷成型方法技艺，强化产品类型、外观设计

应贴近市场、贴近技术、贴近工艺。

（三）泥板成型法制作紫砂茶壶的教学课堂思政育人主题的

教学实施过程

“器物有灵，器物有美”。“器”不仅包括常人所理解的装

载食物的盛器，茶酒饮具、箸匙等，具有特色的茶具器物美总能

让人具有赏心悦目的感觉，无论是商业还是居住的室内空间都为

陶瓷饰品所蕴含的精神内核和人文思想提供着相适应的土壤环境。

因而，在讲授陶瓷的成型方法之泥板成型法制作紫砂茶壶的

教学设计中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注重实用功能、美观打翻

为主：

1. 课程导入

在课程前期作品欣赏阶段开展，引导对传统文化有正确的认

知践行方式和自豪感。

首先，课堂导入从 2 个问题入手：

（1）分析茶壶与茶文化的关系。

（2）你最喜欢的茶壶是哪类型作品，妙在哪里？为什么 ?  

并谈谈自己使用茶壶经历与感受。

小组讨论：陶瓷饰品茶具之美能为我们的生活空间环境起到

那些作用？

2. 结合思政素材辩论活动。依托线上平台了解参观陶瓷博物

馆、观看相关电影、纪录片等，通过作品欣赏阶段，了解有关茶

具发展，以丰富对茶文化认识，建构起茶文化与茶具相连的脉络，

还原古陶制作的历史场景，深刻理解我国陶瓷文化的伟大，用优

秀陶瓷作品开阔育人效果，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国

家观、民族观、价值观， 增强民族自豪感。之后，让学生在了解

茶文化基本类型的基础上，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做深度调研并

着手思考。

3. 技能示范与行动有效融合，在专业服务设计中筑牢核心

价值观。讲授传统的紫砂制壶工艺，同时，通过对紫砂工艺传人

的学习，了解了更多关于紫砂工艺的渊源。紧接着，单独开辟出

10-15 分钟的时间，分析讲述“茶壶的结构”（结合单独的 PPT 页）。

以掌握茶壶的成型的理论知识，并示范制作过程。在讲授茶壶的

结构与制作的知识点时，反复提醒学生按造型规律指导设计：一

方面在泥板成型的教学过程当中，不仅要求学生制作泥板要求光

滑，厚度要求均匀，这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并在泥板

上进行合理的不同装饰，运用类似图案、雕刻、书法等形式装饰

中应运用的手法，这里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装饰审美能力；在讲

解壶嘴、壶身、壶把的组合时，强调艺术美学原理，进行多种造

型组合效果尝试，强调点、线、面的大小匹配，设计具有形式美

感的作品，通过“设计导向、应用为主”的实践教学这里重点在

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变化能力；同时，以自己设计的被企业采用的

作品为案例分析，灌注优美、绿色、健康的产品需求，并要求学

生以手绘形式编制壶工艺流程图、紫砂壶结构图以及同类产品形

式的分析图等，以此来培养学生的综合协调能力，增强服务设计

意识。

4. 深度艺术反思与设计

探索和思考如何挖掘并运用蕴藏于传统手法制作茶中可利用

的丰厚资源。从承接项目任务、市场分析、创意构思、确定方案、

绘制草图、选定稿件、绘制效果图、设计与制作，积极推动学生

在实践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手把手地指导他们运用泥片成型制

作紫砂壶，并强调关注茶壶层面对心灵的守护。

（四）课程思政改革的部分教学成果 

本课程的思政改革成果显著，目前已获得的主要教学成果有：

论文《陶瓷饰品设计课程中借力传统民间七巧板游戏的实践教学

研究》《“陶瓷产品设计”教学实践中实施横向项目的改革与思考》

等 3 篇论文公开发表，同时，《陶瓷饰品设计》课程中注入项目

式教学，共同完成了三项横项课题《创作“岭南传统文化及四季

花果”题材绘画设计》《陶瓷日用餐具的画面装饰设计技术服务》《课

程群服务于产业模式下的美器美食的创意设计》。另外，主授课

教师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客家陶瓷艺术的

再设计”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岭

南·陶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古今传播价值研究”，是校级教

师示范项目、校级教学团队、思政教学团队主题内容，校级本科

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产品设计专业》（专业思政示范

专业）的主干课程、成果《100 个陶瓷挂盘》在 2021 年建党 100

周年学校书画展中获得银奖。

在 2021-2022 学期的《陶瓷饰品设计》课程中，以产业发展

为目标，结合本科、研究生课程，为企业产业化模式下的美器美

食进行专题创意方案设计，实行专业教育与区域产业的互动融合，

指导学生设计出了系列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作品，如陈 XX 同学

的“关公巡城”茶壶茶杯则源于“关公巡城”和“韩信点兵”两

个我国古代的典故，它指闽南地区和潮汕地区流行的工夫茶泡茶

的茶艺用语。关公巡城，指循环斟茶，目的是使杯中的茶浓度一致，

且低斟为不使香气过多散失，茶壶似巡城之关羽，比作关公巡城

生动形象。韩信点兵，指巡城至茶汤将尽时，将壶中所余茶水斟

于每一杯中，这些是全壶茶中的精华，正如“韩信点兵——面面

俱到”。“关公巡城”茶壶和茶杯在设计时茶壶的外形和配色借

鉴了《三国演义》和京剧戏曲中的关公形象；而茶杯则是借鉴了

古代城池上的青砖，并与关公的象形符号结合，将中国的传统典

故融入到人们现代的茶文化当中。

任何一门课、一节课课后的教学反思是促进教师改进教学方

式与手段更加多元，提升教学水平，进而实现专业教学不断发展、

成长的核心因素。这里通过对陶瓷饰品的成型工艺——泥板成型

设计茶壶的教学展示，围绕引导学生正确理解生活中的各种陶瓷

饰品的价值，注重技能的实际应用，重点对茶壶的了解与设计应用。

这也是本课程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有机统一的案例

尝试。对此进行回顾、梳理，以便更深刻的反思、探究，并存为

教学的宝贵资料，以资研究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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