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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而成的。以河北旅游职业学院所签订和实施的，大

三学生在面临毕业前到塞舍尔参加为期6 个月的海

外实践、实习项目为例，而相对于塞舌尔本地的大专

学生参加的实践、实习项目而言，海外的中国学生能

使这些旅游胜地和休闲度假区呈现更大国际意义和

价值，它的影响力也更为巨大, 对旅游业的带动性更

强，特别是从长远角度看。

从表面上看，中国学生去塞舌尔实现地理距离的

简单跨越没什么复杂。中国是亚太地区的核心力量,

特别是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国力，是任何国

家都不能忽视的。2014 年中国赴塞舌尔游客数量接

近1.4 万人次，成为塞舌尔的第四大旅游客源国。占

塞舌尔全球旅游人数已经从第15 位上升到第4 位。虽

然两国地理距离遥远，但区域性阻挡不了国际性的步

伐。区域性和国际性必将统一和融合。而学生们作为

交流的代表和代言人，不远万里的从中国飞到塞舌

尔，正是实现了区域性和国际性的统一。

三、塞舍尔海外合作项目的问题、改进措施

（一）学生角度

学生角度来讲，一部分学生外语提高缓慢。笔者

深入了很多学生, 在实践的中期阶段和末期阶段。原

因有本身英语基础的问题, 也有学生性格的问题, 不

敢去说, 还有实践目的不明确, 有的学生，经笔者了

解目的是来度假的, 这三点造成了学生6 个月来进步

不明显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学生认为6 个月的时间

有点短,9 个月比较合适。原因在于学生到陌生的国

家, 先要适应该国的文化、风俗、居民，也包括语言,

之后完全投入到英语环境中来。建议改进意见方面，

在中国学校，学生临行前3 个月进行语言集中培训,

特别是酒店英语口语。在校其间，学校老师不仅给学

生强化英语的同时, 引导学生明确实践、实习的目的

的意义，同时带队教师在期初、期中阶段都要强化学

生的学习意识和来塞舌尔的目的。如有可能加长学生

在塞实践的时间长度。带队教师帮助学生提早脱离

“过度期”,始终保持工作学习“在状态”。

（二）塞舍尔旅游学院角度

从塞舍尔旅游学院方面，再来看这个问题。塞舌

尔旅游学院作为中国学生在塞工作的协调机构, 起

着重中之重的作用。塞方仅仅用一个老师作为协调

人，负责学生在塞舌尔的工作, 据了解，她是专门负

责学生实践的老师，意味着她还要负责本国学生的实

践、实习问题。显然精力有限, 在第二批学生实践其

间，她仅组织带队教师去慰问过学生一次, 并带大家

参加一次团体活动。显然，这对于管理学生实践, 特

别是去海外学生的实践活动是明显不够的, 对增加

大家的团队意识是欠缺的。塞舌尔旅游学院和酒店方

对于学生的管理问题方面的沟通也是不足够的, 他

们之间的沟通只存在于把学生送过去，和结束阶段接

出来，另外学生出现工作问题时的沟通仅此而已, 没

有程序化、系统化。建议改善意见, 针对以上两个问

题。首先需要塞舍尔旅游学院方面单独配备管理中

国学生的老师, 全心处理中国学生的一切问题。6 个

月每月去看学生一次, 了解学生的问题, 并与之解

决。穿插一些活动, 让每个中国学生都参与起来，除

了见大使和旅游部长等活动外, 民间活动可以加强。

再者，塞舍尔旅游学院加强对中国实践学生的管理工

作,从始至终,给每个学生建立学生档案，便于管理。 

（三）河北旅游职业学院角度

从河北旅游职业学院角度来看, 此项目的签署

和实行, 确实有很重要的意义。提高学校的知名度，

打开了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海外实践的新渠道、新方

向，避开了与其他高校实践、实习的新路子；一定意

义上有利于招生的增长; 也开阔了老师的视野，对老

师教学有了新的思路和创意。当然，其中存在的问题

也是相当显著的。知名度的覆盖面不够广, 在中国它

的覆盖面仅在承德这个区域, 并没有拉开、拉大, 比

如首先应该进入河北省，再带动京津冀, 这样的发展

轨迹才是正确的。现在笔者当地的承德电视台、承德

日报已经跟踪报道, 未来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同样需

要邀请省级的媒体参与进来，如河北省电视台, 河北

日报、河北电台等等。这样的宣传力度下, 才能扩大

影响，带动招生工作的进行。而学校学生就业的覆盖

面, 因为此项目的作用, 仅是在塞舌尔一个国家, 跨

越印度洋的计划，只停留在字面上, 并没有深度挖掘

该市场的潜力。在2014 年3 月，塞舌尔的新闻发布会

上, 塞舌尔旅游学院院长弗拉文•朱贝特说两所学院

之间达成的合作伙伴关系将会是长期合作的关系，

“我们酒店业界的合作伙伴非常愿意看到更多的中国

学生到他们的酒店实习。我很高兴地宣布马尔代夫和

毛里求斯的康斯坦斯度假酒店都非常愿意加入到塞

中两所旅游学院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交流项

目中来。”如何抓住契机，是为时不晚的一种新的措施

和举措。

（四）项目本身角度

从项目本身的角度谈, 本项目的涵盖面为河北

旅游职业学院的大学三年级学生到海岛国家塞舌尔

的著名酒店、旅行社进行的为期6 个月的实践、实习

活动。其他的诸如“学生的交流”、“组织合办研讨会”，

仅仅是此项协议的附属项目和内容。项目的深入和广

泛开展, 更应该扩充项目的内容和包含项。而依据对

方的优势资源和中方的优势资源下, 开展更多丰富

多彩，且实际收效的项目类型是发展的方向。如现在

西方比较流行的暑期夏令营活动，可以给与借鉴，让

赛方的学生利用假期到中国的夏令营活动；扩充其

他专业的力量，在校学生生物、化学专业或是园林专

2015-06-05

惠中华（1965-），女，承德市教育局，中教高级。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开展泥塑活动，精心培育本土文化

惠中华

（承德市教育局，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泥塑是我国古朴的传统民间艺术, 属非物质文化遗产。幼儿园开展泥塑活动可以让幼儿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

造,能满足幼儿的好奇心, 充分调动幼儿想学、想做、想探索的欲望,从而进一步激发幼儿的创造力，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关键词：泥塑制作；本土文化；创造力；身心健康发展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079（2015）03-0089-03

泥塑，是个体自我认知与创造性的表现途径，它

是以粘土为主要原料，用手和一些简单的工具捏塑成

各种物体、动物、人物形象等。本土文化是指地方文化

或民间文化，是指将本地区特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进

程中长久积淀、传承下来的与众不同的民俗、习惯、景

观、人文环境等地方资源引入教育而形成的独特风

格，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是我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推崇传统文化，他指出：没有文明

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

梦的实现。在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中，我们开展

了课题《泥塑制作凸现承德本土文化的策略研究》，

旨在利用泥塑这种幼儿喜闻乐见的美术活动，融承德

本土文化资源于丰富多彩的泥塑活动中，既能锻炼幼

儿视觉、触觉和动觉协调配合，又使幼儿自然的了解

本土文化，让幼儿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造，捏造

出自己喜爱的作品，培养幼儿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热

爱祖国的情感，从而使本土文化代代相传，不断发展，

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一、创造良好环境，激发学习兴趣

幼儿的发展离不开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

即是教育，而兴趣又是第一任老师。为了让幼儿了解、

熟悉承德本土文化，培养幼儿对本土文化的兴趣，我

业的同学，可以去塞舌尔研究动植物方面的实践项

目。比如塞舍尔的海龟资源, 国宝海椰子、热带动植

物，甚至可以研究当年郑和下西洋与塞舌尔的印迹，

当然跨领域研究的话，海岛资源和旅游的关系度等

等。希望未来有更多、更好、更新颖的活动一一展现。

配合主体学生实践项目的同时, 也展现自身项目的

特点和特色。                         （责任编辑:纪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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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过开展“亲子活动”、“半日活动”、“本土文化进

校园”等多种形式，营造富有本土文化的学习生活环

境，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创作欲望。

首先，在“亲子活动”中，家长带领幼儿进行“承

德一日游”、“我是承德小导游”活动，让孩子们走进著

名的避暑山庄、风景名胜区，亲近大自然，对承德本土

文化知识进行了解；其次，通过半日活动、重大节日

活动、趣味运动会等，将“抬轿子”、“推铁环”“跳格子”

等传统游戏、二鬼摔跤等民间娱乐节目进行创作改

编，让孩子们进一步感受家乡的风土人情；第三，让

园所厨房的师傅们为幼儿亲自示范“烧麦”“混糖锅

饼”“驴打滚”等传统小吃的制作过程，让幼儿体验创

作的乐趣；最后，带领幼儿观看有关泥塑作品的科教

片、动画片，让幼儿感受泥塑的魅力，进一步引发幼儿

对泥塑活动的兴趣。

二、根据年龄特点，开设活动课程

幼儿园课程是“实现幼儿园教育目的的手段 ；

是帮助幼儿获得有益的学习经验，促进其身心和谐发

展的各种活动的总和”。我们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

不同的认知水平，制定相应的活动目标和活动内容，

开设专门的泥塑课程，有目的有计划的在大、中、小班

进行本土文化的泥塑创作活动。

1. 感知泥土，激发动手欲望

玩泥是孩子的天性，在接触泥塑之前，幼儿在家

里只是玩一些单一的橡皮泥，很少触及大自然的纯泥

土，当看到老师们活泥的过程，泥在手中来回捏、揉、

团时，他们非常兴奋，对泥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教

学过程中，老师为幼儿提供充分的活动材料和玩耍的

机会，仔细地做示范，把泥塑的基本技巧、方法和步骤

讲解清楚，教孩子们怎样用小手拿、捏、揉、团，鼓励他

们大胆动手操作。比如，先教幼儿最简单的“团圆”，

这个是最基础的功底，将团好的圆球通过简单的变

形，使之变成不同的形状，以基本形状为切入口，塑造

简单的花、果、蔬菜、食物，再使幼儿逐步提高捏塑技

能，依次可塑出苹果、梨、桃、萝卜等。在圆球型系列基

础上，抓住幼儿感兴趣的事，将承德本土特色小吃作

为幼儿创作的主要素材，如用黄泥捏“冰糖葫芦”，幼

儿捏好后，老师帮助涂上颜色，一串一串的糖葫芦做

出来真的是有模有样，还有著名的承德小吃驴打滚、

鲜花玫瑰饼、荞面饸饹等等。通过简单的圆形、长方

形、条形等的拼接，辅以漂亮的颜色搭配，一盘盘、一

盒盒的美食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随着学习的进程，把

黄土改为用纸粘土，因为纸粘土颜色鲜艳，易塑形，不

易坏，幼儿更有兴趣制作和容易成功。

2. 强化技巧，注重情感培养

中班幼儿初期还不了解立体的事物，在小班学

习的基础上，随着对事物的观察和动手能力的提高，

在老师的启发下逐步能注重表现人物的精神内涵，会

塑出物体的主要特征，借助使用一些简单的辅助材

料，表现作品的情节，逐渐向立体型靠近。在教师的帮

助下，孩子们完成了从“浮雕”作品、“站立”作品、“动

态”作品、“拼接”作品到“形象”作品的质的飞跃，对

作品也有较深刻的认识并倾入了自己的情感。如承德

市十大名山、美丽的彩虹桥、纵横交错的高速、南营子

大街林立的高楼，都成了孩子们感兴趣的创作素材，

也丰富了幼儿的创作经验和情感世界。

3. 凸显文化，提升创新能力

大班幼儿都有一定的美术基础，理解能力、观察

能力、动手能力更强，老师则要引导幼儿深刻理解人

物的表情、动作、神态，精心设计环境和活动，从材料

的提供、创作过程中的启发、提供同伴的经验借鉴等

多种方式，并为幼儿提供适宜的帮助与指导，从而进

一步提高幼儿的创新能力和塑造水平。我们将“十大

名山”神话传说、“二贵摔跤”、“过大年”舞龙灯、踩高

跷等人物创作和避暑山庄及外八庙建筑群体作为他

们的主要创作素材。在塑造过程中，孩子们加入了自

己对作品精神内涵的理解，甚至加入了自己对作品的

创新，虽然是相同的素材，但是作品千姿百态，各具风

格，寓意深刻，孩子们的创造能力在这里得到了充分

的发挥和展示。

三、通过游戏体验，感受本土文化

本土文化素材丰富多彩，要做到泥塑与本土文

化有机的结合，创作出好的泥塑作品，就离不开教师

的启发、支持和指导。积极正确的指导方式能使泥塑

活动成为幼儿自我表达和创作的天地，泥塑作品也才

能真实的反映出本土文化。

抓住幼儿感兴趣的事，以游戏形式向幼儿渗透

本土文化知识，使泥塑活动成为游戏化的活动，调动

幼儿爱玩、爱动的天性，让幼儿觉得自己在玩，在与泥

做各种游戏。如，利用“情境游戏教学法”，积极为幼

儿创设情境，结合情境，将制作的技能练习转化为有

趣的桌面游戏，同时，将本土文化知识也趣味化，依托

情境开展活动，再以情景的变化带动活动环节的深入

开展，使幼儿在玩中做，做中玩。

利用区角活动、角色游戏，使本土文化转化为可

让幼儿操作的内容。如，以“我爱承德，我爱家”为主

题，创设“土特产品店”、“传统小吃店”“传统玩具店”

等，让孩子们在无拘无束中操作。在角色游戏中，让一

部分幼儿扮演店员，一部分幼儿当顾客，对“烧麦”“驴

打滚”“山楂”等进行买卖游戏活动，使玩泥活动变为

幼儿语言发展、友好交往和情感交流的桥梁，同时也

成为学习和宣传本土文化知识的一种手段。

四、倡导家园合作，培养人文情怀

随着幼儿对泥塑活动的熟悉和喜爱，动手操作

的能力逐渐加强，我们号召家长也积极参与到幼儿园

的教育活动中来。家长的参与既能为幼儿园提供教育

资源，帮助幼儿园分担教学工作，又能促进家园的有

效沟通，让每一个幼儿能在幼儿园和家庭合力的影响

下健康成长。于是，我们请家长利用双休日带领幼儿

去看一看有关承德的建筑群体、丹霞地貌所形成的特

色山景、地方习俗，吃一吃承德的特产小吃，玩一玩传

统的游戏，了解他们的特征，并尝试用泥塑的方法简

单制作，所有这一切都在温馨的亲子关系中进行。在

家长的积极参与配合下，在老师的指导帮助下，相继

完成了“西游记人物”、“避暑山庄系列风光”、“枣园

童趣”、“舞龙”、“十二生肖” 等大型泥塑作品, 鲜艳

的色彩, 逼真地形象, 栩栩如生的人物, 都包含了许

许多多的历史知识和现实意义；捏花、鸟、禽、兽时，

唤起了幼儿对小动物的保护意识；还有代表满、汉、

蒙、回、藏等各族人物形象的作品，更体现出了各民族

团结和祖国的繁荣昌盛。开展的泥塑活动课《磬锤

峰》，幼儿不仅说出它的形象，还讲述了有关磬锤峰的

美丽传说，在师生共同努力下，创编了一首通俗易懂、

朗朗上口的《磬锤峰》儿歌：

棒槌山，三百年，蛤蟆石，卧一边。

小龙女，真勇敢，变桑树，守奇山。

康熙爷，称奇观，磬锤峰，美名传。

我们把承德美丽的风光、丰富的物产、神奇的传

说、淳朴的民风、驰名中外的传统小吃等，通过教师与

幼儿艺术化的制作，一幅幅精美的泥贴画、一组组的

避暑山庄建筑泥塑作品，一盘盘惟妙惟肖的传统美

食，都被搬上了楼道墙面、活动区角、展示橱柜，看上

去就是承德本土文化的一个缩影，本土化教育资源更

是有效的融入了幼儿园环境创设之中，发挥了它独特

的传统文化教育作用，广大幼儿的创作热情也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所有这一切，使幼儿进一步了解了本

土文化所包含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由此引发幼儿

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从小树立

起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培养他们珍

惜生命、和谐共处、知道感恩，懂得回报的人文

情怀。

五、注重个体差异，加强因材施教

幼儿在泥塑活动过程中，获得的经验体会、解决

问题的能力、创作的能力和情感的发展非常重要。我

们发现总有一些幼儿动手能力差、反应较慢，不能马

上领会或掌握捏、团、揉、卷的技能、技巧，能力强的孩

子能够很快完成制作目标，能力较差的孩子因理解不

够而完不成，长此以往就会对泥塑制作失去兴趣，甚

至会形成厌恶泥塑的心理障碍。每个幼儿的创造潜能

都存在差异性，教师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差异性。对于

上述情况，老师要主动找原因，是操作上困难，还是幼

儿对自己做的不满意，还是其它的原因？要针对不同

情况加以指导，提高幼儿泥塑制作的兴趣，增强幼儿

完成泥塑的信心。首先，我们专门设立了泥塑活动区，

给孩子们提供主动进行泥塑活动的场所，这样使能力

强的孩子继续巩固练习，施展他们的才能，能力弱的

孩子能继续完成他们没有达到的目标，直到他们完成

为止。其次，老师还应积极鼓励幼儿想学、想做、想探

索的欲望，大胆、自由、创造性的表达自身的情绪情

感，并及时肯定他们与众不同的想法和做法，激发他

们的创新意识，让幼儿充分感受泥塑活动的快乐。三，

老师要善于运用赞美和鼓励，无论他做的好与坏，丑

与美，只要是用心去完成了，我们都不要吝啬表扬，因

为今天的赞美，明天就会成就一个完美的作品！

泥塑教学以其取材方便、方法灵活、活动富有趣

味性而深受幼儿的喜爱，尤其是以幼儿所熟悉的本土

环境为学习素材，在活动中不仅充满趣味，而且增长

了幼儿的知识，发展了智力，培养了幼儿良好的艺术

素养，激发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促使每一

位幼儿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也起

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幼儿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

奠定了良好素质基础。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还要将

研究推向深入，不断丰富它的内涵，为发扬和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

                                  （责任编辑:纪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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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过开展“亲子活动”、“半日活动”、“本土文化进

校园”等多种形式，营造富有本土文化的学习生活环

境，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创作欲望。

首先，在“亲子活动”中，家长带领幼儿进行“承

德一日游”、“我是承德小导游”活动，让孩子们走进著

名的避暑山庄、风景名胜区，亲近大自然，对承德本土

文化知识进行了解；其次，通过半日活动、重大节日

活动、趣味运动会等，将“抬轿子”、“推铁环”“跳格子”

等传统游戏、二鬼摔跤等民间娱乐节目进行创作改

编，让孩子们进一步感受家乡的风土人情；第三，让

园所厨房的师傅们为幼儿亲自示范“烧麦”“混糖锅

饼”“驴打滚”等传统小吃的制作过程，让幼儿体验创

作的乐趣；最后，带领幼儿观看有关泥塑作品的科教

片、动画片，让幼儿感受泥塑的魅力，进一步引发幼儿

对泥塑活动的兴趣。

二、根据年龄特点，开设活动课程

幼儿园课程是“实现幼儿园教育目的的手段 ；

是帮助幼儿获得有益的学习经验，促进其身心和谐发

展的各种活动的总和”。我们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

不同的认知水平，制定相应的活动目标和活动内容，

开设专门的泥塑课程，有目的有计划的在大、中、小班

进行本土文化的泥塑创作活动。

1. 感知泥土，激发动手欲望

玩泥是孩子的天性，在接触泥塑之前，幼儿在家

里只是玩一些单一的橡皮泥，很少触及大自然的纯泥

土，当看到老师们活泥的过程，泥在手中来回捏、揉、

团时，他们非常兴奋，对泥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教

学过程中，老师为幼儿提供充分的活动材料和玩耍的

机会，仔细地做示范，把泥塑的基本技巧、方法和步骤

讲解清楚，教孩子们怎样用小手拿、捏、揉、团，鼓励他

们大胆动手操作。比如，先教幼儿最简单的“团圆”，

这个是最基础的功底，将团好的圆球通过简单的变

形，使之变成不同的形状，以基本形状为切入口，塑造

简单的花、果、蔬菜、食物，再使幼儿逐步提高捏塑技

能，依次可塑出苹果、梨、桃、萝卜等。在圆球型系列基

础上，抓住幼儿感兴趣的事，将承德本土特色小吃作

为幼儿创作的主要素材，如用黄泥捏“冰糖葫芦”，幼

儿捏好后，老师帮助涂上颜色，一串一串的糖葫芦做

出来真的是有模有样，还有著名的承德小吃驴打滚、

鲜花玫瑰饼、荞面饸饹等等。通过简单的圆形、长方

形、条形等的拼接，辅以漂亮的颜色搭配，一盘盘、一

盒盒的美食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随着学习的进程，把

黄土改为用纸粘土，因为纸粘土颜色鲜艳，易塑形，不

易坏，幼儿更有兴趣制作和容易成功。

2. 强化技巧，注重情感培养

中班幼儿初期还不了解立体的事物，在小班学

习的基础上，随着对事物的观察和动手能力的提高，

在老师的启发下逐步能注重表现人物的精神内涵，会

塑出物体的主要特征，借助使用一些简单的辅助材

料，表现作品的情节，逐渐向立体型靠近。在教师的帮

助下，孩子们完成了从“浮雕”作品、“站立”作品、“动

态”作品、“拼接”作品到“形象”作品的质的飞跃，对

作品也有较深刻的认识并倾入了自己的情感。如承德

市十大名山、美丽的彩虹桥、纵横交错的高速、南营子

大街林立的高楼，都成了孩子们感兴趣的创作素材，

也丰富了幼儿的创作经验和情感世界。

3. 凸显文化，提升创新能力

大班幼儿都有一定的美术基础，理解能力、观察

能力、动手能力更强，老师则要引导幼儿深刻理解人

物的表情、动作、神态，精心设计环境和活动，从材料

的提供、创作过程中的启发、提供同伴的经验借鉴等

多种方式，并为幼儿提供适宜的帮助与指导，从而进

一步提高幼儿的创新能力和塑造水平。我们将“十大

名山”神话传说、“二贵摔跤”、“过大年”舞龙灯、踩高

跷等人物创作和避暑山庄及外八庙建筑群体作为他

们的主要创作素材。在塑造过程中，孩子们加入了自

己对作品精神内涵的理解，甚至加入了自己对作品的

创新，虽然是相同的素材，但是作品千姿百态，各具风

格，寓意深刻，孩子们的创造能力在这里得到了充分

的发挥和展示。

三、通过游戏体验，感受本土文化

本土文化素材丰富多彩，要做到泥塑与本土文

化有机的结合，创作出好的泥塑作品，就离不开教师

的启发、支持和指导。积极正确的指导方式能使泥塑

活动成为幼儿自我表达和创作的天地，泥塑作品也才

能真实的反映出本土文化。

抓住幼儿感兴趣的事，以游戏形式向幼儿渗透

本土文化知识，使泥塑活动成为游戏化的活动，调动

幼儿爱玩、爱动的天性，让幼儿觉得自己在玩，在与泥

做各种游戏。如，利用“情境游戏教学法”，积极为幼

儿创设情境，结合情境，将制作的技能练习转化为有

趣的桌面游戏，同时，将本土文化知识也趣味化，依托

情境开展活动，再以情景的变化带动活动环节的深入

开展，使幼儿在玩中做，做中玩。

利用区角活动、角色游戏，使本土文化转化为可

让幼儿操作的内容。如，以“我爱承德，我爱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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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帮助幼儿园分担教学工作，又能促进家园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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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彩, 逼真地形象, 栩栩如生的人物, 都包含了许

许多多的历史知识和现实意义；捏花、鸟、禽、兽时，

唤起了幼儿对小动物的保护意识；还有代表满、汉、

蒙、回、藏等各族人物形象的作品，更体现出了各民族

团结和祖国的繁荣昌盛。开展的泥塑活动课《磬锤

峰》，幼儿不仅说出它的形象，还讲述了有关磬锤峰的

美丽传说，在师生共同努力下，创编了一首通俗易懂、

朗朗上口的《磬锤峰》儿歌：

棒槌山，三百年，蛤蟆石，卧一边。

小龙女，真勇敢，变桑树，守奇山。

康熙爷，称奇观，磬锤峰，美名传。

我们把承德美丽的风光、丰富的物产、神奇的传

说、淳朴的民风、驰名中外的传统小吃等，通过教师与

幼儿艺术化的制作，一幅幅精美的泥贴画、一组组的

避暑山庄建筑泥塑作品，一盘盘惟妙惟肖的传统美

食，都被搬上了楼道墙面、活动区角、展示橱柜，看上

去就是承德本土文化的一个缩影，本土化教育资源更

是有效的融入了幼儿园环境创设之中，发挥了它独特

的传统文化教育作用，广大幼儿的创作热情也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所有这一切，使幼儿进一步了解了本

土文化所包含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由此引发幼儿

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从小树立

起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培养他们珍

惜生命、和谐共处、知道感恩，懂得回报的人文

情怀。

五、注重个体差异，加强因材施教

幼儿在泥塑活动过程中，获得的经验体会、解决

问题的能力、创作的能力和情感的发展非常重要。我

们发现总有一些幼儿动手能力差、反应较慢，不能马

上领会或掌握捏、团、揉、卷的技能、技巧，能力强的孩

子能够很快完成制作目标，能力较差的孩子因理解不

够而完不成，长此以往就会对泥塑制作失去兴趣，甚

至会形成厌恶泥塑的心理障碍。每个幼儿的创造潜能

都存在差异性，教师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差异性。对于

上述情况，老师要主动找原因，是操作上困难，还是幼

儿对自己做的不满意，还是其它的原因？要针对不同

情况加以指导，提高幼儿泥塑制作的兴趣，增强幼儿

完成泥塑的信心。首先，我们专门设立了泥塑活动区，

给孩子们提供主动进行泥塑活动的场所，这样使能力

强的孩子继续巩固练习，施展他们的才能，能力弱的

孩子能继续完成他们没有达到的目标，直到他们完成

为止。其次，老师还应积极鼓励幼儿想学、想做、想探

索的欲望，大胆、自由、创造性的表达自身的情绪情

感，并及时肯定他们与众不同的想法和做法，激发他

们的创新意识，让幼儿充分感受泥塑活动的快乐。三，

老师要善于运用赞美和鼓励，无论他做的好与坏，丑

与美，只要是用心去完成了，我们都不要吝啬表扬，因

为今天的赞美，明天就会成就一个完美的作品！

泥塑教学以其取材方便、方法灵活、活动富有趣

味性而深受幼儿的喜爱，尤其是以幼儿所熟悉的本土

环境为学习素材，在活动中不仅充满趣味，而且增长

了幼儿的知识，发展了智力，培养了幼儿良好的艺术

素养，激发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促使每一

位幼儿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也起

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幼儿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

奠定了良好素质基础。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还要将

研究推向深入，不断丰富它的内涵，为发扬和传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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