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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简”式泥塑：贴近儿童本色的操作性表达 
◆钟  佳 

（江苏省无锡市柏庄实验小学  214101） 

 
摘要：泥是孩子身边触手可及的东西，喜爱玩泥又是每个孩子的天性。

随着泥塑课作为校本课程内容走近小学美术课堂，这种自由地创作，尽

情地表达，孩子们 喜欢。它也是艺术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能

让孩子在塑中感受中国传统的艺术美，还能发展孩子的想象能力和创造

能力。因此在泥塑教学中，教师要追求简约教学方式，并借“泥”“塑”

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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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一个儿童“手工梦工厂”的乐园，儿童喜爱泥塑是天
性而为。他们简单的生活、梦幻一样的想象，使得他们在泥塑手
工中作品挺有童趣的、又有纯真的表现，还有超凡脱俗的艺术价
值。因此，泥塑教学教师要抓住儿童的心理，创设一个可塑的学
习环境，让泥塑教学真正走心、走进儿童的世界。在泥塑课堂中，
要想实现教学的儿童化、有效化，教师必须研究课，研究儿童，
研究泥塑艺术。因此在泥塑教学中，教师要追求简约教学方式，
并借“泥”“塑”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一、泥塑课堂教学存在的误区 
1.过度追求“SHOW”的泥塑课堂，精彩而不实用 
为了上好一堂课堂教学，老师们常精心设计新颖独特的教学

环节，为某一不如意之处，反复试上操练，也许这一切往往使课
堂气氛活跃很多，能使泥塑课变得更加完美。可这样的课堂究竟
有多少示范作用呢？这样的课漂亮却不实用。任何教学方法与策
略的运用，无不是为了提高泥塑课堂的教学效果，让学生在课堂
学习中顺利地完成美术教师所预设的学习任务。因此，花哨的教
学方法并不是我们的 终选择，只要能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让学
生在泥塑课堂上真正地有所收获，简单实用的教学手段为什么要
舍而不用呢？课堂教学不拒绝漂亮，但不要刻意追求漂亮。 

2.过度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偏离了课堂的主题 
在泥塑课堂教学中，多数教师会运用视频录像的方法来讲解

泥塑的操作步骤及其动态形态的变化。在《小泥人》一课中，教
师先给学生欣赏无锡惠山泥人的图片，了解它的历史和独特的艺
术风格，再通过视频讲述关于泥人“大阿福”的传说，营造了神
秘浪漫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对泥塑的热情。这虽有利于学生观
察，但一堂课中过多地采用多媒体教学，而减少学生的练习时间，
就显得有点喧宾夺主了。一堂美术课只有 40 分钟，泥塑课的主
要任务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合作分工学会制作泥人的方
法。试问：泥塑在常态课中过多地进行多媒体教学何来时间让学
生进行创作呢？  

3.过多追求吸睛的教学材料，高不可攀 
当前的课堂教学，不论是家常课，还是展示课，执教教师都

想让观摩教师看到一些新颖的地方，因而采用一些吸睛的教学材
料，也成了每一位上课美术教师的追求。然而这些教学材料对于
美术设施充足，教学条件较好的学校来说，也许是一种很不错的
选择。然而对于多数学校来说，他们的美术器材都不完善，跟别
说开设泥塑这门课程了，这样的泥塑课堂教学何从模仿。在泥塑
课中，只要有利于教学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学生对于泥塑方法的
快速掌握，为什么不用一些简单朴实的教学材料代替这些吸睛的
教学材料呢？ 

二、“简约求实”——泥塑教学的本真教学行动 
1.着眼实效，抛弃花哨的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要简单有效。所有的手段和步骤都是为课堂教学内

容服务，为方法技能的重点难点服务，教师采用的方法都要围绕
怎样让学生有效地学习泥塑方法而设计。人类 早的泥塑活动，
是从陶盆、陶壶开始的，然后发展到陶俑和泥像，他们的创作，
给现代文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他们的创作环境 早却是在大
山森林中，借助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来创作，而我们为什么不
能这样做呢？把学生们带到学校操场或教室前的树林里。学生自
愿成组，男生用大块的泥做茶壶、陶罐，女生用小块的泥做器皿、

小动物。泥干了可以随意加水，泥硬了可用脚去踹、用手去摔、
用木锤去砸，还可以用树林里掉落的小树枝、树叶去连接、做装
饰。这种室外的教学，在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触觉、嗅觉、听
觉等感官，感受了沙、土、落叶等材料的特征以及阳光、风等自
然因素的同时，进行愉快、全身心的造型活动。 

2.着眼简洁，摒弃繁琐无用的教学环节 
教学环节要“简”，它是课堂教学的关键。课上要求美术教

师要严格遵循美术教学原则，要善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和兴
趣；教学语言要准确、生动、形象；技法示范要易懂、清晰、直
观；教学手段运用要灵活恰当，组织教学要严密合理。因此在教
学中适当地对教学内容进行剪裁与简化，每一个环节的设计都应
该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简化教学环节的设计过程的时候应做到
简化环节，思路清晰，环环紧扣教学主体内容，解决重点，突破
难点。如低年级《十二生肖》的泥塑教学中，当教学生将动物头
部和身体进行无缝连接时，根据惠山泥人十八法这个技能叫
“镶”，即先将头部搓成大小头水滴的圆，在用工具在身体上戳
圆孔，并将头部尖的一头插入，用碎泥将缝隙处抹平并调整。然
而低年级学生很难掌握，于是我进行了技法的简化，即先将头部
与身体进行匹配，后将其间的缝隙用大拇指抹平即可。运用简单
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使低年级的学生有效地掌握方法，从而提
高教学质量。 

三、着眼实用，抛弃不必要的泥塑工具 
当前，学校的美术工具材料也越来越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术工具材料的运用要合理，要围绕教学目标，尽量选择一些实
用而简单的工具。例如课上大多数教师会分发给每位学生一把泥
塑工具 。低年级孩子的好奇心又是极强的，孩子会用教师发的
泥塑工具 进行切割，但过于工整，会容易使作品千篇一律，而
且泥塑工具 虽是塑料材质，但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我
提倡学生们的小手是 好的泥塑工具，孩子们可以在自由的泥塑
课堂里尽情地撸起袖子使劲地扳、捏、压、摔泥，让泥塑出不同
的造型；可以用随处可见的铅笔戳、按、刻泥，让泥塑出不同的
神韵；也可以用牙刷洗碗球大胆地刷泥，让泥塑出不同的味
道…… 

简约的教，简约的背景，简约的着彩，简约的要求，简约的
形式，简约的场景，也许没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设计，它却让那一
团团泥在孩子手中变幻着，是游戏也是创造，他们轻松愉快地随
意发挥、尽情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创意，将天真烂漫、粗犷的造
型带入自由创作中；通过独具个性的空间思维，记录对生活的感
受，获得情感的宣泄；通过自由创作，体验创作的快乐，促进孩
子创造力的提高。在做“减法”中体现了泥塑课堂的真正内涵，
让泥塑课在“真实”“平实”“充实”中真正精彩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