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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泥塑的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
——以河北科技学院学前教育美工泥材料为例

李婧然

河北科技学院，中国·河北  唐山  063202

【摘　要】本研究以京津冀地区典型泥塑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发展，立足河北科技学院学前

教育专业，以美工泥材料为主要研究实践阵地。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走访等方法，了解京津冀泥塑的历史发展、艺术特

色、传承现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确立本篇研究的价值与可行性。本篇研究针对河北科技学院学前美工泥材料的多

种教育教学活动，并深入京津冀典型泥材料形象原型，通过前期的调研深入挖掘提炼地域特色、富有代表性的艺术元素的

关键词，运用当代形象设计手法，重新构思定位“京小爷”“津小味”“河小北”的新形象，进行创新表现。通过本篇研

究推动京津冀地区泥塑发展，丰富美工泥材料教育教学的多元化发展，丰富教学素材案例库，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传

承京津冀泥塑文化，为创新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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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作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京津冀

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学前美工泥材料

是学前专业学生美工课程重要的课程内容，课程教学对传

统文化的重视与传承，为泥塑艺术在泥材料课程的教育教

学中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本研究系统梳理京津冀几种典型泥塑的艺术特色和历

史传承，发展现状与面临困境等内容，为泥材料形象再造

提供理论依据。在研究的过程中重新定位形象，提炼关键

词，锁定风格，设计创新形象。运用美工课程泥材料教学

实践，让学生在了解学习京津冀地区泥塑的同时，学会运

用一定的设计制作方法，完成对传统泥塑形象的再造，进

行创新表现。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动手能力，在此过程

中传承传统文化，内化思想感情。

一、京津冀泥塑的传承现状与分析

京津冀地区泥塑艺术历史悠久，是民间艺术的典型代

表，其发展承载着地域文化的发展与沿袭，但随社会发

展，其传承和发展面临诸多挑战。首先，传统技艺传承主

要以师徒制的传承方式，学习时间较长，并且专业艺人收

入不够稳定，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年轻一代学习泥塑

技艺的意愿普遍较低，导致传承人出现断层。其次，泥塑

作品的实用价值降低，市场需求萎缩，并且现代审美趣味

的变化使得传统形象难以适应当代人的喜爱偏好。再次，

受市场竞争的冲击，新兴艺术形式和材料不断涌现，流行

文化与思潮的冲击，更多同类性质的产品更为吸引大众的

关注与眼球，对传统泥塑工艺品市场带来冲击。

传统泥塑的传承与发展要有后备力量，要有年轻血液的

输入。大学是汇聚年轻人的地方，让传统泥塑走进课堂，

使更多青年人了解京津冀地区的传统泥塑与传统文化，在

对传统泥塑的传承与发展方面将是更广阔的空间。学前教

育专业美工课程是美术方向素质培养的重要课程内容，在

教育教学的开发、泥塑材料的美工制作教学案例等方面，

与京津冀地区泥塑相结合，其对传统泥塑文化的传播，创

新发展方面提供多样的实践空间。年轻学生通过对京津

冀地区泥塑的深入了解与认识，表现出的更富有想象力的

新形象的表现将更符合当代审美取向，创新出更具有流行

趋势的形象，这在京津冀地区泥塑的传承方面将更具生命

力。激发教学活力，运用多样方式，如在举办专题讲座、

专项工作室等，拓宽传统师徒传承的传统传承方式，让更

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这项传统的手工艺，了解泥塑文化与

制作技艺，在学习实践中传承京津冀地区泥塑，为泥塑的

创新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二、京津冀地区典型泥塑形象再造实践

对于几种典型泥塑形象的再造，建立在对原型的造型、

色彩、文化表达等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地域特色、当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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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元素等对形象进行重新定位，既有对于传统的继承，又

有富有想象力的创新，锁定重新定位形象的风格，运用超

轻黏土等常见泥材料进行表现。运用IP形象设计方式，再

造出符合定位要求，可爱有趣的形象。

（一）北京兔爷

1.对北京兔爷形象的分析与重新定位

地域性分析与定位。北京有帝都之称，是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北京城总有一种官爷的权威感。在现代社会的

不断开放发展中，北京城是一座开放包容的更为多元的超

一线城市，正如“北京欢迎您”的歌曲一样，北京城欢迎

八方友人的到来。基于此，我们将新形象的性格定位为一

个活泼活动，性格开朗，喜好交朋友，乐于助人的小学生

男孩“小京爷”的形象。整体形象分析定位。传统北京兔

爷形象主体是兔头人身，民间传说中是天上嫦娥的玉兔下

凡，为了救民间百姓于瘟疫的神仙兔子，为了让百姓信任

自己的权威性将其装扮成官爷形象，头盔、装扮、服饰以

及座驾等都是威风凛凛的特点。兔爷的座驾是一大特点，

有骑虎的、骑鹿的，骑麒麟等形象，不同的座驾有不同的

美好寓意。在继承传统形象的基础上“京小爷”这个小男

孩有像兔爷一样大大的眼睛，大大的耳朵。喜欢穿古装民

族风的服饰，并且他有几个精灵朋友，小虎、小鹿、精灵

麒麟等。（见图1）

（二）天津泥人张

1.对天津泥人张形象的分析与重新定位

天津泥人张泥塑的表现题材丰富，其石井题材作品反映

天津人的日常生活，是一种记录风土人情的民间泥塑艺术

形式。贴近人们生活，具有较好的延展性。天津地区是古

今文化交融之地，素有“百年风云看天津”之说。天津人

热情好客，风趣幽默，在饮食方面也独具自己的特色与追

求。有“津门三绝”的狗不理包子、桂发祥十八街麻花、

耳朵眼炸糕出发，制做具有包子形的包子，麻花小辫的“

津小味”的男孩形象。天津地区除美食外还可与特色建

筑、曲艺、民间艺术、自然特色风景区等相结合出更多具

有市井特色的“津小味”形象，特色鲜明，具有典型的文

图1京爷兔                                  此图为AI生成图                                京小爷

图2泥人张 市井形象                    此图为AI生成的形象图                    津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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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符号属性。

在对天津地区泥塑形象进行再造时，定位小学生男孩“

津小味”，表达欲强，喜欢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家乡。其形

象上圆头大肚，大耳小眼，西瓜头留小辫，既具市井感又

凸显热爱美食。（见图2）

（三）河北玉田地区泥塑

1.河北玉田地区泥塑分析与重新定位

河北地区的泥塑在造型上具有鲜明的传统特色，以玉田

泥塑为例，其造型多为椭形体，这种形状的运用使得作品

看起来圆润饱满，富有亲和力。如经典的玉田泥公鸡，身

体部分采用椭球体塑造，简洁而生动地展现出公鸡健壮的

体态。

河北省近年来发展迅速，例如：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

经济的雄安新区，新区建设更具有前沿性与时代感，走在

全国城市建设的前列。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重构定位形

象“河小北”，同样是小学生男孩。他是个酷爱电子新潮

产品，并且逢人安利，是个爱说好表现的小家伙。在造型

上酷酷的，椭圆形的身躯，大手大脚，长长的胳膊和腿，

活动起来很灵活，大大的耳朵，活力充沛的小男孩。（见

图3）

三、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京津冀地区泥塑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发

展，充分发挥年轻人汇聚的大学平台，以河北科技学院学

前专业美工泥材料为例，在教育教学的多方面探索创新方

式方法。本文首先梳理了传统泥塑艺术发展现状，对河北

科技学院学前美工泥材料的创新发展策略给予了可行性策

略。着重对京津冀地区几种典型泥塑形象的地域特色、艺

术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重新定位了“京小爷”“津小

味”“河小北”的新形象，给出示范。本篇对京津冀地区

传统泥塑的创新发展研究对传统艺术传承，泥塑创新发展

等给出了可行性策略，和具体实践案例。希望本篇的研究

对京津冀泥塑传承与创新发展有理论的参考及实践上的指

导意义，同时对同类学前美工泥材料的教育教学有所借鉴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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