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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础教育中培养“大国工匠”模式——纸艺创客 
李相和  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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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如今，关注人的感受和思维是育人的重要课题。教学活动的根本是促进学生脑智和心慧相通、爱心和创新相融，让他

们具有优秀的大脑和创造能力。人的一生总是不断寻求新意，创新是一种改变，是一种嫁接，是一种无中生有。大凡优秀的人都具

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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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wadays，paying attention to people's feelings and thinking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educating people. 

The founda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is to promote students' brain，wisdom and wisdom，and the integration of love 

and innovation，so that they can have excellent brain and creative ability. People's life is always constantly seeking 

new ideas，innovation is a kind of change，is a kind of grafting，is a kind of creating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Most 

excellent people have the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and crea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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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离不开智慧和兴趣。智慧是脑智和心慧在实践中相通而呈

现的结果，大脑接受教育、存放知识、学习技能、分析判断，是接

受慧的地方。心是慧的源泉，慧是心里想到把无用的野草变成有用

扫帚的想法。智与慧在实践过程中行成智慧，是从践行中来，是从

磨炼中来。如果没有这个过程，脑所得到的知识，只是别人的知识

而已，绝不能成为自己的智慧，就像“纸上谈兵”一样。在学习实

践过程中，如有不理解的地方，只要静下心来，耐心的、认真的去

体悟，就会明朗，就会得出结果。所以古人说“静能生智”、“静能

生慧”方能“格物致知”。 

大凡守正创新的人，都是优秀人才。他，拥有创造力，掌握产

出权、定义权、解释权以及制定规则权。能成为优秀人群中一员，

第一是左右脑得到开发训练之人。人左脑多以逻辑思维为主，右脑

多以艺术思维为主，有人称右脑为图像脑、艺术脑。基础教育，特

别是小学教育核心之一是左、右脑开发。右脑开发首先从艺术图像

和动手实践出发，运用图像和学科基本知识，刺激神经元、树突、

轴突相互连接，达到神经系统网络化，从而，大脑在图像上能够不

断获取更多信息量。第二是善于实践，并在实践中能够专注的人。

第三是守正的人，即充满爱心和正能量的人。“纸艺创客”课程就是

以此理念而设计的教学活动。 

纸，源于草木。它汲取了大自然精华，沐浴着温暖柔和的阳光，

感受着清爽微风。纸，随处可见。自从我们祖先创造了纸，我们生

活就没离开过纸。从每一张纸中，我们都能窥见生命本真的纹理，

感受着别样生命历程，每一张纸都有它生命的活力。纸艺，不仅是

利用纸材料，更是一种对生命的思考，是以审美意识表达身边事物

美、再现美、创造美，是一种艺术修养的历程，是对生命再塑造。 

中国谚语曰：心灵手巧。“手巧”才能达到“心灵”。教育家杜

威提出“做中学”，以及美国二十一世纪初提出的“STEAM”课程都

强调以动手操作作为学生学习学科知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而进行的

一种教学模式。纸艺创客结合上述理念将艺术、科学、工程、技术、

数学等学科知识与纸艺有机结合，即为：paper·steam，实现了教育

理念融合。纸艺创客，以“纸”为载体，通过剪、刻、撕、拼、叠、

揉、编织、压印、裱糊、组合、印刷、装帧、装置、甚至与智能编

程结合等工序创作成平面或者立体的艺术品。 

从宏观角度为实现中国梦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培育不同知识和技

能相结合的多元人才，为培育大国工匠夯基固本，为提高国民审美

意识和创新动手能力打下基础。从微观角度讲，它尊重了学生生理

和心理发展规律，注重右脑开发和慧心修行，实现了过程中精神专

注，压力缓冲的生理、心理愉悦。心静可明朗，沉思可布局，认真

出精品、认真出惊喜、认真能修身。从学科角度讲，打破学科壁垒，

实现了跨学科整合，以“一物存百知，百科识一物”为理念进行整

体学科知识融合与建构（将在不断实践中构建跨综合学科实践思维

体系），使学科知识不再冷峻枯涩，而是增添了一份欣赏，一份创造

和一份品味，使每一双初睁的眼睛更加澄澈而明亮。纸艺创客，将

学生美的感官收集，不仅能呈现出丰富多彩纸作品，更能拓展孩子

们创造性思维，将创造美的能力插上想象翅膀，呈现出来的是令人

叹为观止的“纸艺，不一样的生命”世界。将“美”作为孩子们认

识世界开端，使他们心性中会多一分平和，思考中会多一分宁静，

处事中会多一分礼让。 

一件纸艺作品是美感、智慧、意志、体魄、责任的全方位融合，

是纸艺课程所倡导的美、劳、科、创、智、德、体的整体化教育展

现。是用智慧观照世界，用美感受世界。在纸艺作品的创造过程中，

学思结合、因材施教、知行统一，将学科知识用实践思维呈现出来，

是情感、态度、价值观净化和提升的展现，这是一种健全人格过程，

更是一种快乐人生践行的载体。 

纸艺创客课程以“启迪艺术思维，奠基高贵人生”为理念，从

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出发，从生命出发，构建“纸艺，不一样的生命”

课程；分年段实施纸艺创客课程，在 1-2 年级采取刮纸、碎纸、贴

纸、折纸、剪纸等手段完成任务，这是培养纸艺兴趣与思维的开始。

3-4 年级制作成幅的三维作品为要求。是促进学生留心观察周围世

界，讲究形体设计变换与色彩的搭配，促进学科思维综合运用。5-6

年级尝试做立体架构的纸艺作品，是融进对结构学、力学、建筑学、

比例、生活常识等方面的全方位思考，制成的纸作品兼具美感与生

活的本真。 

譬如纸花鸟生命课程因制作过程相对简单，用时较短，而备受

低年级学生的青睐。美轮美奂的纸艺花，生动有趣的动物折纸，结

构复杂的折纸花球，一件件精美的纸艺作品在孩子们的手中有了灵

性，虽然他们的作品略显稚嫩，但新奇特的想象总会令人眼前一亮。 

在折纸鸟时，一个一年级的小姑娘在折完教师教会的小鸟后，

又变化折出了啄木鸟和千纸鹤，而同学们在她的启发下，折呀折，

变呀变，翻呀翻，又折出了小鸳鸯和小鸵鸟。孩子们从一张普通的



教育研究 

 246 

纸的好奇感知入手，在自我动手操作，自我创作的过程中体会到了

收获的欢乐。而教师在校本课的教学中，只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

绝大部分的时间都交还给学生，让学生尽情发挥。看着一双双稚嫩

的小手，时而折时而剪，时而专注时而欢呼，鲜活的生命在个性化

的课堂里得到尊重与满足，鲜活的作品在个性化的创作中得以诞生

与重塑。 

如果说低段学生的纸艺制作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张扬，发展学生

的个性化追求，那么纸服装的设计和制作则更多地侧重于美学与生

命的完美结合。课堂上，教师会按学生的兴趣爱好，编制成不同的

制作小组，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共同参与积极配合，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每一套新颖的纸服装都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展现了生命美

学的绚丽。经过一段时间实践，百余款不同风格的纸制服装会呈现

在大众面前。纸服装 T 台秀会呈现一台视觉盛宴：优雅的挂历纸晚

礼服，庄重的牛皮纸绅士服，活泼的无纺布短纱裙等，一件件环保、

时尚、前卫、亮丽的纸服装汇成了一片花的海洋，美不胜收。 

纸服装校本课的开展，为学生们打开了创作的灵感，增强了他

们团结协作的意识，更激发和提高了学生们追求美，发现美，创造

美的热情和能力。纸制服装带给学生的收获就如同春天的细雨，无

声无息中到了“润物细无声”的美学境界，更会渐渐融入到孩子们

多姿多彩的生活中去。 

纸建筑生命课程先从简单的立体模型、建筑模型入手，让学生

们在制作的过程中感受空间的复杂变化，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

和想象能力；在建筑结构上，学生们依据工程学理论交错结构 具

稳定性的特点，在掌握力学奥秘，力学支撑原理的基础上，仔细思

考，反复组合，尝试设计出了纸拱桥、纸凳子、纸埃菲尔铁塔等立

体纸建筑；在这些纸建筑的 初设计过程中，用到多少纸卷，多少

支撑，多少辅助等细节处理，以及对纸建筑承重力的影响方面，都

要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和数学计算；有些高年级学生更是利用了现

代多媒体技术，运用电脑程序进行绘图、制图、计算和开发。“一纸

一世界”，当 初的作品由简单的纸楼房、纸四合院到拥有成品的纸

灯笼建筑、纸拱桥、纸铁塔建筑等，孩子们浓郁的艺术气息正弥漫

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纸建筑生命课程的开设，不仅将科学学科、

现代科学技术学科、工程学学科、数学学科、艺术学科有机地整合，

培养学生具有多学科知识运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的自信

心得到了增强，成就感得到了满足，许多学生养成了做事有序、细

致、耐心的好品质，德育教育在无声无息中润物花开。 

如果说纸艺生命课程让学生们的艺术思维和个性发展得到了不

同程度地提升，那么对真善孝的认知，对环保意识的培养，对谦和

品质的修炼，对自我价值实现的体验就是学校对培养学生终身发展

而努力的方向。 

学生在制作过程中，无论是之前备品准备，还是之后画卷制作，

每次思考，每次参与，都凝结了学生们动手操作的无限乐趣；无论

是将卫生纸撕碎浸泡在容器里几个小时，还是放入乳胶漆，漆上颜

色；无论是绘制浆画还是风干晾晒，每一次酝酿，每一次尝试，都

流露出学生们持之以恒的耐力和耐心。他们的一招一式，一画一粘，

一勾一描，一压一松，虽略显吃力，但十分动人。这吃力的动作中

流露着孩子们的一次次修改，一次次补充，这动人的身影中散发着

孩子们不断追求艺术的韵味，而这正是学校力求培养学生的学习迹

化过程；即学生们在自我追求艺术的道路中留下的痕迹，获得的体

验，经历的成长，心灵的内化。 

跃动的海豚，绽放的花朵，一幅幅灵动的生命让单调的文化不

再寂寞；怒目的关羽，顽皮的孙猴儿，一张张多变的面孔让魅力的

画廊活力四射；勤劳的人们收获着丰收和喜悦，乡间的田野诉说着

独特和迷人．这些生动逼真的艺术作品仿佛从学生们的画卷中走出，

来到走廊里，登上台阶，走进教室，和学生们一同呼吸着艺术散发

的淡淡幽香。 

纸艺创客，培养学生热爱生活，在实践中把学科知识与动手实

践相结合，促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守正创新，为赋能于未来全方

位人才培养奠定基石。 

 
（上接第 244 页） 
及时发现并且引导学生正确面对困难，从而致力于积极心理的形成；

后，不管是在生活还是教学中，教师应该时刻保持积极的心态，

给学生起到良好示范作用，激励学生也能够积极向上；第二是情景

感悟法，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首先，教师课前可以深入分析讲

解内容，为学生营造良好学习环境，在真实学习情景下能够激发内

心情感。新时期教育工作的进行，教师可以应用多媒体等教学方式，

提前收集与教材吻合的图片或者是视频等，课上带领学生进行观赏

并且进行讨论，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在良好情感体验感形成

的基础上，充分发现思想政治内容魅力；同时，教师也应该促进学

习积极情绪的形成，通过情感去感化每一位学生。简单来讲，就是

教师创建真实情境，给学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激发学生思

想政治学习欲望的根本举措； 后，教师也应该诱发学生内心积极

情感，帮助学生建立健全人格。这一目标的落实，教师可以根据班

级学生学习能力以及兴趣爱好等，灵活选择角色扮演或者是辩论会

等多种形式，在这种实践活动中促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深切感受

到学习价值，有利于学生形成积极学习心态，更好面对与解决未来

眼前的难题[7-10]。 

结论： 
简而言之，基于现代化发展背景下，因为高校传统思想政治教

学形式的沿用，虽然学生能够掌握教材内容，但是在未能深度理解

的基础上极易表现出各种问题。随着教育事业长期改革发展，为做

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就要求广大教师必须尽快调整落后教学形

式，合理应用积极心理学理论，综合学生积极情绪以及人格等多个

部分，以其当前学习能力为主制定科学教学方案，始终彰显出学生

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提高思想政治育人作用，指引大学生迈向综

合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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