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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随着越来越多培训机构的兴起，更多家长也关注孩

子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它以一种开放式学习更适合孩子

们的天性。根据研究发现泥塑在少儿培训机构课堂中缺

乏系统的学习。泥塑对于少儿能力的培养虽具有多方面

的价值却不能在课堂中得以充分体现。长期缺乏对泥塑

形体的训练，让脑海中萌生的想法在不熟练操作下停止。

因为教师及机构创始人不够重视，家长不了解，让泥塑

不能在美术培训课堂中帮助少儿多方面学习。

本课程阐述了在授课中通过课前引导，课中辅导，

课后任务等多方面来加强教师对少儿泥塑学习的引导，

通过多方面多层次进行改善目前少儿培训机构中不足之

处。

一、培训机构中少儿泥塑活动的误区

手工塑泥的发展历程从五代十国一直到清末，它作

为传统的美术工艺，不仅可塑性强，易操作。它更区同

与油画、剪纸、浮雕等其他艺术的表现形式。泥塑艺术

不仅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学生还可以通过丰富的

表现形式去感受艺术形体的魅力，具有多方面的视觉冲

击力。手工泥塑的表现形式更能贴近于人们的生活。在

生活节奏快速发展的今天，是人们追求其慢节奏轻生活

的具体写照，同时也是当今人们追求时尚、个性的一个

载体。相对于剪纸油画艺术，泥塑简单轻便已成为现在

少儿美术课堂中必不可少的材料。它操作性高形态灵活，

易快速形成画面感。有趣生动易于少儿操作这成了少儿

在美术培训课堂中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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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课题的研究，对内部的课程开设情况做入了

深入的调查，发现泥塑在培训机构中存在的误区主要表

现在：泥塑在课堂中得不到重视，并且没有开设独立的

课程来发挥泥塑在美术中的作用，学生虽然表现出对泥

塑积极的学习兴趣，但是因老师家长的不重视让泥塑作

用遗失在美术课堂中。基于目前培训机构对泥塑活动存

在的误区。本课题将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提供可行性方案。

二、培训机构幼师活动的有效方案

（一）激发少儿的学习兴趣，使少儿积极参与塑泥

活动

托尔斯泰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

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学习老师。根据自己

任课期间发现，少儿对于泥塑的兴趣基于能捏至出较为

完整的作品。一但遇到问题，少儿便出现懈怠与消极的

情绪，不愿意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泥塑学习中有较为大

的依赖心理。作为少儿美术教师，应该将少儿消极，丧

气的情绪，转而有趣的故事或者场景，培养他们学习的

兴趣，引导他们积极参与泥塑的制作活动中来。为了更

好地激发少儿在学习中的兴趣，做了初步的课前导入式

学习。

案例一：设置场景，导入泥塑

场景导入：教师在课前出示大森林的照片给少儿科

普动物的相关知识。

少儿交流回答。

教师将泥塑引入课堂，并引导少儿耐心用泥塑捏置

他们喜爱的动物。

设计意图：通过课前导入，先将本节课的重点以场

景带入吸引少儿的兴趣。在课程的设计中，我们应该学

会站在少儿的视角看待事物，只有蹲下来和少儿交流沟

通才能更好激发他们在泥塑中的学习兴趣。通过教师耐

浅谈培训机构少儿泥塑课程

李金玲

武汉工程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　430200

摘　要：本文基于少儿美术培训课程—泥塑展开研究，以培训机构中对少儿泥塑活动存在的误区为出发点，由此进

一步研究。泥塑是少儿喜爱的手工材料，它易操作，轻便，在少儿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调动积

极性参与泥塑的活动中来。中国著名美学家，艺术教育家腾守尧先生曾说过：创造不可能无中生有，而只可能“有

中生有”由此看出来了。创造不是成人的任务，美术教师也应该培养少儿的创造能力。

关键词：泥塑；少儿美术；兴趣；创造力



174

教育论坛: 3卷12期
ISSN: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心教授，重视泥塑在课堂中的应用，让少儿以高涨的学

习兴趣参与泥塑活动中来。

（二）开展少儿互助泥塑活动，促进少儿情感意识

培养

现在美术课堂中因为多半是少儿自己创作或者临摹，

与周围伙伴的交流甚少。少儿不似成人可以在安静的环

境中实现自我创作表达通过画笔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情

绪，他们词汇量少，往往表达不够准确，需要在与同伴，

老师，家长的沟通交流中激发他们创作的潜能。少儿在

美术中表达手法有限，不够完善，需要交流才能更好去

了解他们想要传递的信息。因此，笔者在课堂中积极调

动少儿在泥塑课堂中的气氛。希望以泥塑团队合作的形

式，来增强少儿情感的交流表达。

通过互助合作式的泥塑学习，培养了少儿善于自我

表达想法的习惯，促进少儿情感意识的培养。不能让美

术课堂在看似规范的假象中，而忽视了对少儿情感交流

的培养。基于少儿的心理特点，他们在课堂中往往不安

于安静地画画，他们需要在交流中得到来自老师同学的

认可。如果一昧让他们自己作画，反而是扼住了他们创

作的灵感，而这种创作的灵感正是在情感的交流中得以

激发。

三、少儿泥塑活动中创造能力的培养

（一）利用生活化的泥塑内容培养少儿的创造力

4-5 岁的少儿在学习美术时渐渐有了初步艺术表现

与创造能力，他们开始对喜欢的艺术形体进行大胆表现，

喜欢自然界与生活中美的事物，他们渐渐学会将很多有

想法的形状从初期的特征中脱离出来，再赋予新的构思。

尽管不太准确，这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一步引导少儿对

生活中事物进行大胆概括。在少儿启蒙阶段，少儿画就

是艺术，在某些意义上美术的学习就是游戏。将泥塑带

入到少儿美术培训课堂中。以游戏的形式引导少儿对形

体的把握。在学习初期，少儿对生活事物的理解逐步加

深，运用生活化的内容培养少儿的创造能力。

事例一：用泥塑变废为宝

课前引导：将学生收集的小塑料瓶收集起来，以一

个小可乐塑料瓶为例，将可乐塑料品改装成小存钱罐。

在外形上分别从上下两面开装置和拿出的小口，最后通

过泥塑装置成自己喜欢的存钱罐模样。

目标：将生活中看似无用的东西，通过泥塑的改装

最后得以循环使用，启发学生学会发散思维看待美术，

将生活以泥塑相结合引入课堂中，给学生以创造性的启

发。

事例二：用泥塑装饰生活

课前引导：上课前将学生带至室外，先引导他们感

受花草树植，盎然的生机。回到课堂中后，用泥塑搭配

出好看的装饰画。

课堂任务：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寻找创作题材，完成

一副仅用泥塑捏至而成的墙面装饰画。

目的：根据泥塑轻便，易操纵的特点，将它运用到

美术培训课堂中。泥塑是少儿熟悉并亲近的材料。在处

理材料的过程中用他们最直接方式去感受，通过生活万

物为题材以生活化的方式将泥塑引入美术培训课堂，简

单的方式开阔少儿们的视野，发散少儿们创造力的思维。

将生活化的方式引入而变得有趣而生动，更有利于少儿

多方面思考。

（二）教师引导少儿创造思维进行创造力的培养

美国哲学家马克辛·格林所说：用另一种眼光看世

界，“仿佛它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在少儿培训课堂中应

该引导他们创造力思维的培养，去加强他们创造力的培

养。艺术的本身是学会创造，从模仿之中跳出来，通过

借鉴与学习实现再创造。将泥塑引入美术课堂中，通过

泥塑这一物质材料了，教会孩子们创造性学习。

针对目前少儿美术培训机构的现状了解，泥塑在美

术课堂中所占用时间少，一个月 4-8 节的课时，泥塑学

习的时间仅仅只有四分之一。基于以上问题，笔者在研

究期间设置了课程方案。

例一：假如恐龙还在剧场

“假如恐龙还在 ......”是一个课前情景引导。在创作

前先激发少儿的学习兴趣，再结合动画形式让学生了解

恐龙的演变历史。通过了解，在众多生物中，孩子们格

外喜欢恐龙。这个生物生活不知道的世纪里，所以少儿

对他们充满了想象与创造。教师需要对少儿兴趣盎然的

时候进一步引导发散思维创作。通过图画的形式，歌谣

等方式引导少儿捏置出不同形态的恐龙。

少儿是自主性绘画时期，这个时期的孩子想法丰富，

不甘于安静画画，他们喜欢自我表达。对很多事情充满

了求知欲，但是，探索的欲望需要老师的引导，在美术

课堂中需要一个载体去装载他们的想法，手工泥塑，操

作简单，成型快，易于孩子表达是少儿喜欢的美术材料。

少儿在美术学习期间，想法多，但因为动手能力的欠缺

而中断自己的创意，这需要教师在现在少儿美术课堂中

重视对少儿创造能力的培养。

四、新增泥塑系统学习课程方案

针对目前泥塑在少儿培训机构关注度不高，缺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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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学习现状。结合任教经历，设置了一部分泥塑学习

课程学习计划。

通过从简单到复杂，单个形体到组合式场景的训

练，系统地将泥塑学习贯彻到现在培训美术课堂中。通

过层层深入的学习与探究，将泥塑作用最大程度应用于

课堂中，让少儿的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在课堂中充分提

升。

课程目标：本课题安排从简单到复杂，从对大自然

为开端再到生活的组合，以大自然花草数值为课题素材

为例，增强少儿对自然的关注度。通过单体训练再到人

物与场景结合，让少儿学会与自然中动物友邻相处，娇

艳欲滴的花草数值共处，培养少儿爱心，公德心，责任

心等多方面的发展。让真、善、美流动于少儿培训美术

课堂中。以生活美为出发点，让少儿成为懂得美，欣赏

美，创造美的人。

五、结语

人类对于艺术的学习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在中国美

术培训机构多的是“支架式”教育模式，我们经常关注

自己有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引导少儿学习，却忽略了教育

的本质，多元化的艺术—和生活交流，认识发现自己。

更好地蹲下来和少儿用艺术对话，以朴素的视角从少儿

眼中看世界。泥塑开始以泥土的形式存在，根植与自然

中，少儿通过泥塑的学习，通过与材料面对面接触感受

生活，寻找生命的开始。通过系统泥塑课程地学习，希

望让这份淳朴在少儿美术课堂中得以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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