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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泥塑实践课程在中小学的教学任务中并不少见，尤

其是新的课程标准对于开发美术资源高度重视，并且鼓

励教师对地方资源，科技资源进行合理运用。加大投入

泥塑课教学，不仅是适应 21 世纪提出的对人才素养的要

求，也是为了落实美术课的实践培养目标。然而农村小

学由于受材料所限，学生的思维创意培养很难进行，探

索泥塑教学新方法迫在眉睫。大部分城市小学泥塑课程

也依旧面临着教学模式单一的问题。王梓璇结合汉陶文

化与泥塑的共通性，对新媒体美术课程设计进行了大量

探索，实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特性，既得以实现文化创新，

又有力培养了学生的视觉素养。[1]

针对不同学龄层次，研究者们又有不同的看法与见

解。沈冬云通过调查得出，小学生虽然不懂如何鉴赏优

秀的美术作品，但他们可以通过玩的方式来增加学习兴

趣，根据喜好来操作。[2] 到了初中阶段，应该适应学生

作者简介：刘澍芳（2000-），女，汉族，籍贯：湖南，

学历：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基础美术教育，单位：首

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的创意性思维发展，与“匠人泥塑”作区分培养，让其

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的同时凭借个性想法进行表达。何

梅君提出在高中美术教学中，素描课与泥塑课有着不可

分割的联系，只有通过泥塑建立起观察，理解，认知，

分析和思考才能让学生逐渐形成形体空间意识，为素描

写生打下坚实基础。[3] 总而言之，泥塑教学成本低廉，

是一种体现艺术美、思想美、给学生提供自由表现空间

的教学活动，对它的推崇力度不容滞缓。

那么，如何让学生对泥塑艺术产生学习兴趣？如

何向学生展示泥塑艺术之美，让泥塑文化得以传承和发

扬？本文通过对前人在泥塑实践教学上多方面的研究作

综述，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总结与探讨，以引起更多人

对泥塑教学的关注。

二、中小学泥塑课程教学实践的相关理念依据

对于中小学阶段的学习者来说，素质教育理念指

导美术教师将“做中学”的理念融入泥塑教学中，让学

生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收获能力与素质双向成长。从学

科领域来看，泥塑教学归属于“造型 . 表现”，同样侧重

训练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培养学生的立体造型思维能

力。梁玉玲发现：即便是近年来国内较新的 STEAM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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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也在原有的 STEM 基础上加入了“艺术”，该理念

强调多学科融合的实践活动教学需要汇合到主题课堂中，

更进一步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素质素养和创新能力。[4] 依

此，泥塑课程以实践形式开展的必要性可见一斑。

创新教育理论中主要研究基础教育该如何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与能力。但中学生经常在艺术创作时遇到困

难，该如何合理改善？王巍认为，首要任务是通过调动

学生主观能动意识，对个人有兴趣发展的事务进行学习

探究，教师可以辅助其形成应变能力。[5] 专业实践最为

关键，基于美术治疗理念的指导，泥塑实践课是诸多美

术治疗方式的形式之一。[6] 综上所述，泥塑教学肩负着

素质提升、创新培养、艺术治疗的多元化实践意义。它

既受到理念的影响和滋养，反过来也促进着教育理念的

进步。

三、中小学泥塑课程的含义界定，形式

1. 对泥塑和泥塑课程的界定

从历史角度上说，泥塑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珍贵

美术作品，有着悠久的发展演变历程。早在 19 世纪的中

国民间就有了地方特色的泥塑风格。从基本的艺术形式

上来说，颜旻认为泥塑是以黏土和彩泥为主要创作材料，

“雕”和“塑”等方法作为主要创作手法，表现形式夸

张，追求神韵，偏重形象内涵的独特立体造型艺术。[7]

具备民间美术淳朴，稚拙的特点。从使用方向上说，泥

塑就是用泥巴捏出来的民间艺术品。有一种泥塑是供儿

童玩耍时的小器物，另一种是占领空间较大的中大型泥

塑，可作为特殊意义的纪念雕塑。[8] 在教学过程中都是

做小型泥塑。如果把泥塑安排到美术课程教学中来，钟

晓平等人认为泥塑课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教师指导学

生以泥为载体进行创意的造型。”教师教给学生基础造型

理论与技能，并提供一定的素材资源，为学生自主完成

作品提高可能性。[9] 早期泥塑教学以模仿、复制为主要

目的，后又随着西方教育教学理念的引进，一些教师却

未能结合学情，剖析清实践教学的本质，导致学生创作

过于自由放任，作品输出不确定成分多。可见，要想把

控泥塑课堂师生的互动平衡非常有难度。毕竟泥塑本身

具有的可塑性和想象空间大的优点，是美术教师们非常

青睐的一类课程主题，而且实践的学习方式更适合中小

学生，需要我们对它进行更深入地认识。

2. 泥塑教学的开展形式

据 2014 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的文件要求：“要统筹课堂，

校园，社团，家庭，社会等阵地，发挥学校的主渠道作

用。”[10] 泥塑实践课程的开展更需要积极适应文件，提

倡结合课堂、社团、课外实践活动一体的美术教学。在

课堂教学中，李春莱老师认为应当积极构建起学习平台，

依托课堂转换师生角色，让学生在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

里充分展示心灵之美、生活之趣，引导和帮助学生提升

艺术素养，享受艺术创想创作带给学生的感受。[11] 在韦

长峰老师的盐面泥塑教学尝试中，他一方面在材料上推

陈出新，另一方面通过组建真实的泥塑社团进行研究，

这样的社团可以比一般的泥塑课堂更显凝聚力，锻炼学

生的社交水平，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交流，从而培养

团队精神。[12]

课堂教学与社团活动的主旨目的存在一定的共性，

社团活动尤其在选择主题时具有临时性、实践性，社团

不仅是专门用作主题创作的空间领域，也可以是课堂衍

生出的舞台。不过，诸多学校在课堂教学、社团、校园

三方合力上做得并不充足。以单方面学科的角度来考量，

课堂需要优化，社团需要拓宽，与校园活动形成链接，

便能融其三者为一体。[13] 所以说，单独的课程开展形式

已成为过去式，崭新地接受并开展新的教学形式乃是大

势所需。

3. 开展泥塑课程的原则

（1）创造性原则

课程标准把“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和综合能力”

作为培养学生能力方面的主要依据。在美术创作中，创

造力表现于艺术创作者对感性形象的控制，而泥塑这一

教学活动便简单地满足培养学生空间创造力这一必要条

件。尤其是小学生思维的开阔性，创造性是无限的，在

泥塑教学中可以通过视觉经验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发

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毫无疑问，无论从目标还是意义上

来看，所有观点都明确指向：培养学生创造力。

（2）合作性原则

泥塑教学中的合作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处理人际关

系。学生的发展是存在差异的，而团队合作能把这种学

生间的差异转化为一种可贵的教学资源，让他们各展所

长，达到“1+1 ＞ 2”的效果。[14] 毕竟课堂学习的时间是

有限的，杨娜认为泥塑制作间隔时间不宜过长，对于低

学段的学生来说，面对稍大的主题创作时更加适合团队

合作。[15] 另外，STEAM 教育强调的：要求学习环境要包

括“协作”和“会话”两要素。这样一来，合作的意义

变得更加伟大。

（3）个性化原则

个性化教学是学生的个人爱好与兴趣开展的具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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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义的教学方式，相比传统教学单方面的传递知识，

前者更关注学生的成长过程与知识积累。随着现代教学

论的更新，学生个性形成与发展在教学成效上更受关注。

张维老师在泥塑教学训练中发现了孩子的个性、认知、

学习态度各有差别，如果前篇一律地教学必然是不公平

的，差异教学却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要。[16] 所以艺术

教育必须注重个性化原则，为学生设定独立个性的内容

与方法。

四、中小学泥塑课程的教学策略

在备课引导策略上，陈林和唐昌艺认为日常生活中

的真实环境可以很好地将泥塑教学与陶冶情绪情操、提

升个人修养、科学技艺的探究融合为一体，达到泥中有

艺，艺中有情的效果。[17][18]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以及学生的设备条件，为学生营造一定的主题氛围。

陈艳老师通过农村中学的实践教学研究总结发现，学生

创作的源泉离不开丰富的生活积累，来自学生日常生活

的创作情境更有助于学生发挥，甚至可以达到普及式的

效益。[19] 朱国华的观点也与其类似，他会在每堂课上巧

妙构想一个“有趣空间”，辅助学生在有形中直觉地“随

形势”展开联想。[20] 事实上，我国已有研究者将以上方

面整合为主题情境式教学。

关于实践互动策略，熊海清发现初中的许多学生上

课走神次数多，与老师的交流少，建议教师运用多媒体

技术，游戏化教学，引导式教学慢慢推进达到理想互动

状态。[21] 毕海燕则把互动策略贯穿于整体全局的教学中，

例如互动基础需要课堂氛围的营造，互动桥梁需要情境

的创设，分层互动等等，以尊重学生的个人态度，激活

主体意识。[22] 在艺术课上，师生之间的互动包括一种对

话，在这种对话中，教师使用他们的艺术经验来帮助学

生提高他们自己创造的认知结构的意识。持续的对话让

师生在考虑和选择是更加灵活，新的作品和互动都能带给

学生创作灵感。由此可见，研究者们对于引导、主题、情

境与互动的教学策略对有效促进学生创作学习表示肯定。

五、泥塑课程的评价研究

课程评价是对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提供关键性反

思依据的一步，也是构建美术高效课堂的重要环节。单

一性的问题常常暴露于传统课堂评价角度中，这些角度

可能是评价内容角度、评价主体角度、评价阶段角度，

部分学者提倡：评价标准需区分个人，评价主体多变化，

由注重结果性评价转变为注重过程性评价。美国学者布

鲁姆把教学评价大致分为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

结性评价，而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中较容易被忽视的方

式。尤其泥塑创作是一个创作时空较为延长的活动过程，

站在学生的角度，陆艳认为：必须要尊重学生，以赞美

其作品为先，尤其是教师的言语表达，委婉而生动，这

样可以让师生间的距离在评价过程中更进一步。[23] 黄晶

晶注重学生作品的展示度、曝光度，即从布展视角出发

将学生作品做细致的分类，并以照片的形式将作品展示

在文化长廊，提供给过往师生自主欣赏评价的机会，极

大地赋予了学生评价的公开权，在轻松的环境中形成审

美信念。[24]

围绕学科核心素养，钱海锋提出一个新的名词——

“绿色评价”，囊括了对学生的表现过程、思维活跃和目

标完成等多方面的评价指标。[25] 张旭东在他的博士论文

前面的篇章中论述了 21 世纪人才的需求的核心技能，证

明了美术学习评价是学生们获得 21 世纪视觉艺术素养的

途径。不仅是教师要注重评价策略，学生个人也得学会

“评价”。[26] 总的来说，研究者对教学评价的看法持发展

的态势，由确定目标到行动实践再到反思。

不过，美术评价体系依旧不够成熟。尤其是泥塑课

程学生完成情况变动量较大，不能让其单作为完成某个

课业任务量就停止，最好有针对性的评价模式。

六、结束语

本文对泥塑实践教学的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的综述，

可以得出一定的结论：1. 缺少跨学科性的泥塑教学研究，

沉浸于比较单一的学科角度。2. 理论为实践奠定基础，

目前研究还较少地去深入泥塑课程建设的理论支撑当中。

3. 评价体系的研究需要更全面更系统，而不仅拘泥于某

些经验的分享，或者复述。4. 如果有可能，应当尝试把

泥塑课堂搬到户外或者其他工艺场所，体验不同空间带

给学生的美育效果。

谈到泥塑，人们总把它和“传统美术”、“非遗文

化”联系在一起。继承传统毋庸置疑，但如何推陈出新

呢 ? 日前，我国普遍存在教育观念僵化落后，教学方式

单一的情况，学校必然做出改变，跨学科艺术融合则成

为一种应然选择。如果细化追踪到泥塑教学中并展开深

入研究与应用便会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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