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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定适合幼儿的泥塑活动目标与内容
对于幼儿园泥塑活动而言，活动目标主要是培养幼儿学习泥

塑的兴趣，为泥塑文化的传承培养接班人。虽然国家对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比较重视，但是许多人更倾向于从事经济收入高
的工作，不愿意从事此行业，传统泥塑不仅传承受阻，而且也
渐渐被人们所遗忘。此外，幼儿教师在制定泥塑活动目标时，
要综合考虑幼儿的个体差异性，根据幼儿的不同能力水平来制定
不同的活动目标与要求，使幼儿在泥塑活动中获得成功的体验，
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想象力及创造力。就用途而言，泥塑可
以用于祭祀、宗教、游戏等活动，教师在内容选择方面比较重
要。幼儿年龄小，手部肌肉发育不完全，手指动作灵敏度也不
高，但是幼儿的想象力及创造力却比较高。由于泥塑对幼儿的
手部操作水平要求较高，教师在选择活动内容时，应该立足幼
儿的发展规律，选择难度相对较低的内容，以便幼儿树立信
心，激发幼儿的参与积极性，使幼儿体验到成功的喜悦。总
之，幼儿园泥塑活动目标及内容的制定不能将知识与技能作为侧
重点，而应该以培养幼儿学习兴趣、促进幼儿全面发展为主。

2  生活教育理论的应用
2.1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先生说过：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他强调

利用生活开展教育活动，引导幼儿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知识。教
师在泥塑活动过程中，要为幼儿创设宽松愉悦的活动氛围，通
过生活化情境来激发幼儿的创作积极性，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促进幼儿主动参与到泥塑活动中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生活
化课程可以激发幼儿的参与兴趣，生活化情境可以加深幼儿对泥
塑制作的理解，幼儿在生活化情境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生活中的
美及泥塑的魅力。举例来说，教师在泥塑活动的主题选择方
面，尽量选择一些幼儿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比如糖葫芦、月
饼、包子等等，这些食物幼儿较为熟悉且制作相对简单，教师
可以开展食物主题的泥塑活动，让幼儿自主讨论自己喜欢的食
物，幼儿可以参考教师提供的食物种类进行泥塑制作，也可以
根据自己喜欢的食物进行泥塑制作，幼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充分
发挥生活经验，积创作热情也得到最大化调动。

2.2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先生认为教、学、做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环环相扣的

过程，教师开展教育活动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及技能传授的过程，
而要根据幼儿的个体差异及学习能力，来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及
内容。幼儿园在开展泥塑活动的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幼儿的个体
差异来设置活动方案。小班幼儿手部肌肉发育不完全，手工经验
欠缺，泥塑基本操作也很难完成。因而针对小班幼儿，教师在泥
塑活动过程中可以以泥塑艺术展示为主，提供一些泥塑作品供幼
儿观赏或把玩；为小班幼儿提供一些经过处理的泥土，如太空沙、
软陶、彩泥等，以教导幼儿学习简单的捏、搓、揉、拉等基本动
作。在认识泥土、揉捏泥土的过程中引导幼儿感受泥塑活动的乐
趣。中班大班的幼儿，手部动作灵敏度相对较高，手眼协调能力
也显著提高，教师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基本的泥塑工具，引导幼
儿制作一些相对简单的作品，在制作简单作品的过程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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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泥塑是我国传统手工艺术，在幼儿园开展泥塑活动可以锻炼幼儿的手部动作灵活性，培养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创
造力，但是幼儿年龄较小，该如何开展泥塑活动呢？笔者结合陶行知教育思想，探讨了幼儿园泥塑活动开展的有效策略，以期调动
幼儿参与泥塑活动的积极性，发挥泥塑活动的教育价值，促使幼儿的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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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对幼儿的手部动作、细节要点进行简单的矫正，让幼儿在
动手操作过程中掌握一些基本动作要领。

3  六大解放思想的应用
陶行知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解放孩子，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一方面，解放大脑、解放双手。幼儿模仿能力强、创造力及想象
力丰富，他们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及各种材料及工具来进行泥塑创
作，他们在泥塑作品创作过程中，也不满足于简单造型的制作，更
倾向于创作出他们喜欢的造型。教师在泥塑活动中，可以为幼儿
确定主题，为幼儿提供各式各样的泥塑作品以供幼儿观察，然后
为幼儿提供充足的材料与工具，鼓励幼儿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
使幼儿可以大胆创作。在组织形式方面，幼儿可以自己单独捏塑、
也可以和其他幼儿一起分组合作，但是教师要做好指导工作，避
免幼儿在分组过程中出现抢夺，如果幼儿在捏塑过程中遇到操作
难题，教师可以适当地给予帮助或建议，以帮助幼儿顺利完成作
品创作。另一方面，解放眼睛、解放嘴巴。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
技术开展泥塑活动，比如用视频的方式展示泥塑制作过程，用图
片来展示优秀的泥塑作品，激发幼儿的参与积极性，使幼儿全身
心投入到泥塑活动中来。比如在制作“大阿福”的时候，教师可
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播放《泥娃娃》儿歌，展示各式各样的大阿福
作品图片及制作视频，在展示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幼儿仔细观察，
使其直观地感受到泥塑形象，掌握制作工艺。在幼儿制作完泥塑
后，教师可以鼓励幼儿说说自己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说明
自己的创作意图，这样可以提高幼儿的创造力及观察力，锻炼幼
儿的口头表达能力。此外，幼儿都比较爱听故事，教师可为幼儿
创设故事情境，激发幼儿制作泥塑的兴趣。比如在制作“青蛇与
白蛇”泥塑时，教师可以为幼儿讲述白蛇传故事，让幼儿根据故
事情节来制作不同形态的泥塑，然后再让幼儿对自己的作品进行
故事讲解。幼儿在泥塑活动过程中，既能够增长知识又能够丰富
想象力及创造力，在欣赏泥塑作品的过程中熏陶心灵，感受泥塑
的乐趣。此外，在泥塑活动结束后，教师要尽量使用积极的、赞
许的语言来进行评价，要从幼儿的角度来欣赏作品，善于挖掘幼
儿作品的闪光点，这样有助于增强幼儿的自信心。除此之外，教
师还要解放空间、解放时间，在泥塑活动过程中为幼儿营造宽松
自由的创作空间，提供充足的时间以便幼儿创造力的充分发挥。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泥塑是我国传统民间艺术，在幼儿园开展泥塑

活动有助于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扬，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观察
力、想象力、创造力、动手能力，有助于对幼儿进行艺术熏陶，因
而开展泥塑活动极为必要。笔者相信，幼儿园泥塑活动在陶行知
教育思想的指引下一定能够得以发展，幼儿在泥塑活动中也一定
能够得以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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