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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美术课程标准》指出：美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美术课程，让学生了解人类文化的丰富性，

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

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逐步形成热爱祖国

优秀文化传统和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陶艺是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艺术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如何传承与发扬中华陶艺之精髓，是当代小学美术教育

的重要目标和任务。然而，反思当前的陶艺教学，还存

在着以下问题：

（一）陶艺创作缺乏创造性

美术课程要采取多种方法，帮助学生学会运用美术

的表现语言，将创意转化为具体成果，特别要重视对学

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但当前我们的陶艺课总是仅

仅通过多媒体简单展示图片和制作过程，让学生一步一

步跟着做，这种陶艺创作单一乏味，缺乏主动探究性，

最后产生的作品也只是简单的模仿和重复，不是学生个

性的体现，其创意自然是非常匮乏的。

【案例1】“照着书上的样子做吧。”

一年级第一学期的第一节陶艺课，是做一做花式点

心。小朋友们非常喜欢可以动手捏一捏的陶艺课，但不

免有些胆子比较小的女生，第一次接触陶艺，不敢去做，

正在此时，邻桌的男孩子悄声建议道：“你就照着书上的

样子做呀！”课后，我巡视教室一圈，发现有80%的孩

子，都是照搬书上的造型，没有创意可言，似乎对他们

来说，和书上做的一模一样就是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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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书本上的“花式点心”和学生制作的“花式点心”

（二）陶艺场地具有局限性

陶艺课有别于其他美术课，需要的工具、材料特别

多，如陶泥、拉胚机、水桶、刻刀等，工具多，就意味

着需要较大的操作空间才能进行创作活动。而许多学校

的陶艺课基本上是在教室里上的，一会儿怕把桌子弄脏，

一会儿怕陶泥掉在地上，陶艺创作的过程总是束手束脚，

学生无法尽情施展自己的创意。

【案例2】“老师，不好啦，我的泥掉到地上了。”

众所周知，陶艺课材料多、而且会有点儿脏，对于

没有专业的陶艺教室的学校来说，陶艺课时常会被班主

任及其他任课老师所嫌弃，导致美术老师每次上陶泥课

都会有点担惊受怕。正担心着呢，突然有个坐在后排的

男孩子大喊起来，“老师，不好啦，我的陶泥全部掉到地

上了，地面都弄脏了，怎么办呢？”全班同学统统投去

好奇的眼神，还有几个调皮的小男孩哈哈大笑，“你们

看，他的脸上、衣服上都是泥呢。”全班都跟着笑起来，

课堂秩序全然被打乱。

▲图2　在教室里上陶艺课卫生堪忧

（三）陶艺评价过于随意性

美术课程要注重评价与教学的协调统一，尤其要加

强形成性评价和自我评价，更要注重学习能力、学习进

度、情感和价值观等方面的评价。反观现在的课堂，因

为陶艺创作是学生最喜欢的内容之一，再加之一节课只

有 40 分钟，快到下课时，学生还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

不肯放下手中的陶泥，更无心进行评价。其次，陶艺作

品没有办法贴到黑板上，教室里也没有一个非常合适的

展示平台供学生互相欣赏、点评，因此陶艺课的评价总

是草草了事、不了了之。

【案例3】“因时间关系，今天的陶艺课到此结束。”

还记得有一次上《动物饼干造型》时，有的小组做

了鲸鱼形的饼干，有的小组做了小猪佩服饼干，孩子们

的作品中都充满了创意和设计感，一节课的时间总是过

得很快，不知不觉下课铃声就响，语文老师抱着一叠刚

刚批好的作业走进来，看着迟迟不肯停手的学生，眉头

紧锁，看到此景，我赶紧说道，“同学们，因时间关系，

今天的陶艺课到此结束，大家把作品收一收，把手洗干

净、桌面清理好，准备上语文课了。”这时，一个小男孩

拉着我的手来到他做的动物形饼干面前，开心得向我介

绍他做的饼干，很多同学也围观过来。我心想，缺少评

价和展示的陶艺课多么可惜呀。

基于以上问题，笔者进行了小学低段陶艺教学探索，

同时借助学校扩建契机，打造了专属于学生的“陶艺体

验馆”供学生们进行创作学习。再者，我校是一所艺术

教育特色学校，“乡情·见心”特色课程是我校的一大品

牌，也是艺术课程的核心理念，在这样的文化理念的引

领下，以“研学式创作”为依托，通过陶艺独特的艺术

语言，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激发学生热爱家乡，

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好情怀。

二、聚焦：研学式创作

（一）研学式创作的重要性

美术课程标准指出：美术课要关注文化与生活，让

学生了解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同时要注重创新精神，充

分发挥每个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重视对个性与创新精

神的培养，运用美术的方法，将创意转化为具体成果。

因此，我们选择的教学内容应该是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

的，学生所熟悉的，能感知、感受到的，我们选择的教

学方式应该是以学生为主体，聚焦发散性创意思维，引

导学生在创作表现中展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思维

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活力，促进学生个性表达

和身心发展。在陶艺教学的深度探索中，笔者秉承学校

“乡情·见心”艺术文化理念，引导学生进行“研学式创

作”，鼓励学生大胆抒发内心的感受与表达，从学生的需

求和发展来组织学习活动，从而达到知识与技能、过程

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和谐统一与发展。研学

式创作学习在小学陶艺教学中起着生动有效的作用，它

具有实践性、创意性、传承性。

1. 研学式创作具有实践性

陶艺创造是具有实践性的艺术创作活动，低段的孩

子在研究性的学习中、在动手实践中感受艺术创作的趣

味性，提高一定的审美能力。

2. 研学式创作具有创意性

所有的美术活动都离不开创意，创意是美术作品的

灵魂，只有有创意的作品才能打动观者的心，引起观者

的共鸣，而研学式创作强调的正是充分发挥孩子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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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创意性。

3. 研学式创作具有传承性

陶艺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艺术文化中一颗璀

璨的明珠，传承与发扬中华陶艺之精髓，是当代小学美

术教育的重要目标，也是小学低段陶艺教学的特性之一，

研学式创作在挖掘孩子创意的同时，也注重优秀文化的

传承。

（二）研学式创作学习的内容

研学内容 课时安排

一年级

《花式点心》 1 课时

《小小水果店》 1 课时

《美丽的罐子》（研学泥条盘制法） 2 课时

二年级

《动物饼干造型》 1 课时

《泥塑恐龙》 1 课时

《可爱的杯子》（研学泥板成型法） 2 课时

▲图3　部分学生作品

（三）研学式创作的步骤

研学式创作，即具有研究性的创作与学习，运用

于陶艺教学中，则是以中国传统的陶艺创作为主要表现

形式，以学生为行动主体的“研学”方式，在教师和学

生共同组成的学习创作环境中，基于学生原有的艺术概

念，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制定“研学手册”）、主动探

究（研学实践）、主动学习（发现记录）、展示总结（收

获总结）的归纳式学习过程，该过程是追求陶艺表现独

特韵味的一种艺术创意表现活动。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

更强调陶艺表现时孩童的自由、本真和率性，强调表现

的生动性和创造性。

▲图4　研学式创作的步骤

（四）研学式创作的具体思路

以“三微助导”为教学策略，以学校“乡情·见心”

艺术文化理念为引领，通过“微场馆”构建、“微创意”

表现、“微平台”分享，助力学生在陶艺学习的过程中进

行“研学式创造”学习，让学生成为场馆利用体验、创

新创意探索、成果展示推广的学习主人，促进学生对家

乡、社会、艺术生活的广泛兴趣和高度热情，开发其创

新创意能力，提升其核心素养。

▲图5　小学低段陶艺教学“研学式创作学习”策略图

三、三微助导：小学低段陶艺教学“研学式创作”

策略

（一）“微场馆”构建，助工坊研学

借助新校园扩建契机，在校园里开辟一处“陶艺体

验馆”，通过资源搜集、展品遴选、场馆布置打造一个沉

浸式探究学习的陶艺工坊，让学生以研学的形式在陶艺

体验馆里广泛接触贴近他们生活的人、事、物，自在发

现，自主表达，促进学生情感、态度、知识、技能等方

面的综合发展，具体见图六。

▲图6　“微场馆”构建助导图

1. 资源搜集

发动陶艺社团的学生、学校里的爱心家长、支持艺

术教育的老师等人，搜集有关陶艺的影像书籍、文字图

片以及陶艺作品，例如陶罐、碗、花瓶等器物。凡是捐

赠物品的爱心人士，都由学校层面进行表彰，颁发捐赠

证书予以感谢，学校微信公众号进行同步宣传。

2. 展品遴选

不是所有搜集来的东西都能派上用场的，这就需要

师生一起，对搜集来的展品进行遴选、分类，同时给入

选陶艺展示馆进行展览的每件作品制作标签，标签上注

明物品的名称、材质、年代、捐赠人等信息，让参观者

一目了然。对于有些参展作品信息较为丰富，标签上容

纳不下的情况，可采用二维码扫码的形式，在标签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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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二维码，观者通过手机扫一扫就能获取该展品的详细

信息。除此之外，在遴选分类时要遵循两个两则，分别

是维度广、关联强，要多方位、有深度的呈现展品，构

建展区。

3. 场馆布置

对前期搜集、遴选的展品进行分门别类归放、布

置，在博物馆内分别设置陶瓷展示区、感官体验区、创

作探索区三个空间，供不同学段的学生前来参观、体

验、探索。

▲图7　陶艺体验馆--陶瓷展示区、感官体验区、

创作探索区

（二）“微创意”表现，助个性创作

创意是美术作品的灵魂。新课标也指出，美术课程

要采取多种方法，帮助学生学会运用美术的语言，将创

意转化为具体成果，特别要重视对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

的培养。在陶艺教学中，也要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引

导学生进行观察、发现和思考，并引导学生将内在的创

意形式外化到具体的创作设计中，这就需要老师给予一

定的支架助力，给予学生一定的发挥表现的空间，同时

信任他们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具体表现见图八：

▲图8　“微创意”表现助推图

1. 表现引导

教师适时给予普及化或针对性的表现方式指导，让

学生掌握多种形式的表现方法，为他选择最合适的创意

表现形成基奠基础。

【案例4】“再试试，还有哪些方法可以用？”

在上《威武的大将军》一课时，大将军身上披的披

风，许多孩子采用泥片包裹的方式来表现，接着用木刻

刀在“披风”上刻上纹样。当看到许多孩子都在用一种

方式表达时，我和孩子们介绍了其他的表现方式，贴、

绕、卷等装饰方法，同时把问题抛回给孩子们，“再试

试，还有哪些方法可以用？”

2. 创意构想

引导学生自由选择创意角度、自构表现形式，并

借助研学手册这一载体推进学生的“微创意”表现，以

手绘的形式设计、制作研学手册，把在“研学式创作学

习”过程中的实践观察、实践发现、创意构想、设计图

稿与实践反思等内容记录在陶艺研学手册上，实时与组

员交流探讨，进一步修正完善。

【案例5】“把你想到的都记下来吧！”

陶艺课前，学生灵感的开发非常重要，我通常会在

创作前给孩子们看一些具有创意的主体性素材，让孩子

们一边看，一边思考，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如果是你，

你还会有更好的想法吗？灵感一瞬即逝，马上把你想到

的都记在研学手册上吧。

▲图9　学生的陶艺研学手册

3. 自主表达

鼓励学生自主表达、自由创想、跨界，将过程中的

思考、心中的创意大胆、自信的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

上，对学生技法层面不做苛求，引导作品进行原创性的

表现，注重学生个性的表达与释放。

【案例5】“你的创意真不错！”

陶艺课是学生的主场，要鼓励孩子自主表达，把自

己记下来的好的idea真正变现为陶艺作品，这样学生会

产生一种巨大的成就感，也会对接下来的陶艺创作充满

兴趣和期待。课堂中，对待孩子的一点点闪光点要充分

肯定。有一次在制作动漫形象的陶艺课上，有个孩子给

快递员的鞋子上添加了祥云，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设计，

他说灵感来自于孙悟空的筋斗云，当下我立刻给与肯定

和鼓励，对他说：“你的创意真不错！”

如果孩子造型能力较弱，但是色彩搭配上别出心裁，

无论他是随机搭配的，还是用心搭配过的，都不要吝啬

来自老师的鼓励，适时得夸一夸，“你的颜色真好看，搭

配十分丰富呀。”保护孩子的自主表达性，对于孩子的艺

术学习与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微平台”展示，助成果推广

直播“元年”、自媒体的兴起都给艺术创作的成果展

示、推广带来史无前例的优势，腾讯直播、微博、小红

书、抖音、微信公众号、秀米、微店等都能见到艺术作

品展示、推广的身影，那何不借助互联网、“5G+”时代

的浪潮，拓宽展示平台，助力成果推广。主要包括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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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享、拓展与应用、评价与反馈三部分，详见图十。

▲图10　“微平台”展示助推图

1. 展示与分享

将学生在“研学式创作学习”过程中的成果，发布

到微信公众号、小红书等“微平台”进行展示、分享，

其中要特别重视对学生过程性成效的展示与肯定。

▲图11　学生的作品在微信公众号、小红书等平台展示，

受到好评

2. 拓展与应用

采用陶艺与首饰结合、陶艺与小家具结合的“陶艺

+”形式，将学生的陶艺作品转化为丰富多彩的文创产

品，进行多元化的拓展，应用到生活中。

▲图12　“陶艺+”作品——软陶首饰

3. 评价与反馈

在“微平台”展示推广的同时，以“云交流”、“云

探讨”、“云评价”等一系列创新方式进行评价与反馈，

提升学生“再创作”的浓厚欲望，实现艺术作品的“再

创新”。

四、研究成效

（一）优化陶艺教学方式，引导具有创造性的陶艺

创造

在不断尝试和探索中，笔者一步步构建了学生喜

爱、具有童真童趣的“陶艺体验馆”，优化了陶艺教学

方法，构建系统的少儿乡情陶艺“研学式创作学习”体

系和清晰的少儿乡情陶艺“研学式创作学习”板块，聚

焦发散性创意思维，引导学生在创作表现中展现出丰富

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思维能力，学生的作品也多次获得杭

州市陶艺大赛二、三等奖，学校多次获得“最佳组织

奖”等称号。

▲图13　部分学生获奖奖状

（二）丰富学生艺术体验，发展具有创新性的个性

自我

本次探索助力学生成为陶艺“研学式创作”的主体，

使其陶艺作品创作获得个性、创意孵化，丰富学生的感官

感受和体验经历，增进学生对生活的关注，对家乡的了

解，提升学生用陶艺语言表现内心丰富情感的能力，挖掘

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提高核心素养能力，发展个性自我。

▲图14　具有创意的学生作品

（三）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形成具有创意性的教学

构架

通过研究体验，提升了教师的学习力、思考力和研

究力，形成陶艺“研学式创作”的教学策略，促进了教

师的专业成长。同时，丰富学校的拓展性课程，推动学

校艺术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助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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