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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设陶艺活动的重要意义
第一，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及想象力，激发幼儿的探

索欲望，培养幼儿的思维能力。艺术源自于生活，陶艺作品也离不
开生活实际，这就需要幼儿在生活中仔细观察不同事物的颜色与形
状，在创作过程中幼儿将自己观察到的通过捏、盘、压等陶艺制作
技法进行再创作，幼儿在这个过程中会主动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并
动手解决问题。第二，有助于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幼儿的思维能力
有限，其知识及经验的习得大都源自实践，这就要求教师在教育工
作中要给幼儿创造探索实践的机会。幼儿在参与陶艺活动的过程
中，可以体验到学习陶艺的乐趣，最大化提高创造力。第三，有助
于提高幼儿的艺术鉴赏力。陶艺是一种综合性较强的活动，由绘
画、雕刻、工艺美术等构成，教师可以通过展示名画、陶器、瓷器
等方式，为幼儿提供鉴赏的机会，使幼儿在观察的过程中了解立体
空间的相关概念，掌握美学相关知识，进而提高艺术鉴赏能力。

2  陶艺活动创设形式
2.1 陶塑活动。教师可以在课前准备好陶土，利用陶行知先

生的生活教育理论，鼓励幼儿用陶土来塑造出生活中的常见物品，
这有助于激发幼儿的参与积极性与兴趣，幼儿在捏搓陶土的过程中，
可以直观感受到泥土的特性，并锻炼手部小肌肉动作；此外，幼儿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或生活经验来进行陶艺作品的设计与创作。

2.2 亲子陶艺。家园共育是课程活动得以高质发展的基础。
陶艺活动是一种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游戏，幼儿园可以在开放日
开展亲子陶艺活动，让家长参与到陶艺活动中来。幼儿与家长在陶
艺活动中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帮助，使幼儿与家长的关系更亲密，
激发家长的参与兴趣，家长也可以在课外带领幼儿参与陶艺活动。

2.3区域游戏。教师要拓宽思路、解放空间，比如将陶艺活
动与区域游戏结合起来，让幼儿将自己在区域游戏中缺失的游戏
材料列举出来，然后在陶艺活动中自己制作出来，这样不但能够
引导幼儿思考问题，而且还能够培养幼儿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更培养了幼儿的创造力。

2.4自由创作。陶行知的知行合一，鼓励幼儿大胆创新，有
自己的独特想法；他还提出要解放幼儿的创造力，强调让儿童动
手做去发展科学创造力。教师要解放时间与大脑，只要给幼儿提
供陶土与自由创作的机会，无需教师的介入与指导，幼儿们便会
自发地进行陶艺创作，他们可以自己创设情境与主题，自由地发
挥想象力与创造力，自由地塑造形状、相互探讨创作方法，在这
个过程中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社交能力、创造力、想象力、动
手操作能力等都可以得到提升。

2.5展览活动。在陶艺活动结束之后，教师可以将幼儿的陶
艺作品进行展示与点评，教师要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性，善
于发现幼儿作品的优点，并多进行肯定、赞许与表扬，只有这样
幼儿才更有创作兴趣，敢于大胆表达自己。教师在陶艺活动中，要
以赏识为纽带、以兴趣为载体，最大化挖掘幼儿潜能，提高幼儿
的艺术修养、审美能力。

3  陶行知教育思想对陶艺活动的启示
3. 1 贴近生活的活动内容。陶行知说过：“要让幼儿在玩

中学，学中玩”。教师在陶艺活动前，可以结合幼儿的兴趣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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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及生活实际，选择幼儿感兴趣的题材，这有助于激发幼儿的探
索兴趣及创作欲望。比如教师可以通过情境导入的方式，让幼儿
为妈妈或者爸爸用陶土来制作一个礼物，教师可以适当地给予提
示，引导幼儿创造出更加完美的陶艺作品，并学会用陶艺作品来
表达对家人的爱。除了陶土之外，教师还可以提供鹅卵石、树叶、
树枝、蛋壳这类生活化材料，这些材料贴合幼儿生活，能够激发
幼儿的想象力，幼儿还可以利用这些材料来装饰并完善自己的陶
艺作品，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3.2 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法。陶行知先生认为，教与学都必
须以“做”为中心，更要求教师要做一个“做上教”的先生，让学
生“做上学”。每个幼儿都蕴藏着创造力，这需要教育工作者去挖掘、
去发现。而创造力是无法教的，教师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使幼儿
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陶艺活动是一个手脑并用的实践过程，
幼儿在陶艺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自己存在的不足，并在思考解决
的过程中获取实践经验、激发创作热情，充分发挥想象力。比如在
陶艺活动中，教师可以以花瓶为题材，收集各式各样花瓶的照片，在
活动前进行展示与讲解，以此来使幼儿了解花瓶的基本特征，然后
再引导幼儿用陶土进行创作，最后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绘色与装饰。

3.3释放童真并大胆创意。“六大解放”思想是培养幼儿创造
力的重要指导思想。第一，解放头脑。陶艺活动没有固定的教材
与教学模式，教师要解放头脑、与时俱进，打破固有的观念，丰
富自身经验。教师要解放幼儿的头脑，鼓励幼儿大胆想象与创作，
激发幼儿的创造欲望。第二，解放双手。教师要为幼儿多提供动
手实践的机会，减少对幼儿的过多干预，把发展的机会留给幼儿，
提高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第三，解放眼睛。陶艺活动涉及的技
能相对复杂，幼儿无法快速掌握。教师要解放幼儿的眼睛，引导
幼儿在生活中仔细观察，带领幼儿欣赏陶艺作品，以此来提高幼
儿的观察力及审美能力。第四，解放嘴巴。教师要多鼓励幼儿对
自己及同伴的作品进行点评，说出自己的奇思妙想，这有助于提
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第五，解放时间。教师要为幼儿提供充
足的创作时间，让他们尽情地去想、去创作，这样才能促进幼儿
的全面发展。第六，解放空间。陶艺活动是一个师生互教互学、共
同发展的互动过程，教师要为幼儿提供一个开放的活动空间，不
能拘泥于教室，这样可以给幼儿以直观的感受。教师只有在思想、
行动上做到六大解放，才能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幼儿园教育任重道远，陶艺活动对于幼儿综合

素养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教师在陶艺活动中要以陶行知教育思
想为指导，通过创设不同形式的活动来为幼儿提供良好的探索环
境、激发幼儿的创作积极性，利用六大解放思想来为幼儿提供
自由创作的机会，鼓励幼儿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使幼儿
在参与陶艺活动的过程中得以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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