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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艺术设计教学中陶瓷泥塑课程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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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陶瓷艺术设计教学中合理设置陶瓷泥塑课程，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独立个性。现今陶瓷艺术设计中借助陶
瓷泥塑课程优化实践教学体系，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本文中笔者概述陶瓷泥塑课程，探讨其在陶瓷艺术设计教学中的
作用，提高学生专业技能，为社会输送大量具有实践经验的艺术人才，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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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众多，其中最主要的一门课程就
是陶瓷泥塑，而后者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陶瓷泥塑类型，同
时含有独特艺术与文化功能，形成独有的艺术面貌。陶瓷艺
术设计教学中合理设置陶瓷泥塑课程，有助于提高学生实践
技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本文中笔者主要阐述陶瓷泥塑
课程在陶瓷艺术设计教学中的作用。
1 陶瓷泥塑课程教学现状

随着教育改革逐渐深化，对陶瓷艺术专业教学提出更专
业、更具体的要求，这对陶瓷泥塑课程也提出新要求，解决
新问题，只有发挥陶瓷泥塑课程的作用才能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能力。陶瓷泥塑教学主要目的培养学生学习心情，教学内
容符合学生知识结构，知识难度适中，学生可以快速接受。
改进陶瓷泥塑课程传统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活跃度，学生在
轻松环境中学习，培养学生技能技巧与审美情趣。因此我们
应该明确陶瓷泥塑教学的目的：促进学生审美水平的提高，
鉴赏传统文化的美感；有效激发学生创造潜能，学生年龄决
定其有着丰富的创造力与想象，通过该课程挖掘学生创作潜
能；充分结合专业特点，帮助学生掌握基本技能，可以将知
识灵活运用到职业领域，满足市场对人才的要求。
2 陶瓷泥塑课程的作用

陶瓷艺术设计教学中通过合理设置陶瓷泥塑课程，提高
教学质量与教学水平，促进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提高。

2.1 提高陶瓷制作工艺水平
陶瓷泥塑与其他陶瓷泥塑类型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自

己有着独特的制作工艺且有着特殊的成型要求，整个过程中
最主要的就是处理作品重心。陶瓷泥塑成型过程中重心处理
不当会出现倾斜或坍塌，这点在陶瓷泥塑上表现的最为明显。
成型环节结束后就是烧制环节，窑火温度与烧制环境决定作
品能否成功。随着烧制进行，陶瓷泥塑作品收缩变形受到窑
火温度影响，一旦温度控制不当就会出现错位坍塌情况。而
陶瓷艺术的特殊工艺造就独特表现形式。而合理设置陶瓷泥
塑课程，可以让学生通过实践提高制瓷工艺，让学生充分认
识陶瓷泥塑作品的独特性。

2.2 有效丰富学生装饰手段
陶瓷泥塑课程设立好之后，课堂教学中会涉及到基本技

法的教学，同时还要求学生掌握其他学科知识，诸如素描基础、
色彩构成及装饰艺术等。在学生具备此类基础知识后教授传
统彩绘技法，这样学生以后创造的陶瓷作品会有效具备传统
文化特征与时代气息。新颖的造型仅是优秀陶瓷作品的必备
要素之一，而通过出色的外在装饰也是重要因素。陶瓷泥塑
艺术中陶瓷泥塑具备最为丰富的装饰手段，学生学习过程中，
依据陶瓷泥塑作品的造型，借助学生本身具有的创造力与想
象力，依托所学知识，选择合适的装饰手段进行装饰。整个
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了解陶瓷泥塑的传统技艺，丰富学生
装饰手段，提高作品艺术含量。

2.3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艺术教学中培养学生个人创造力是培养综合素质的主要

手段。实际中教师可以合理设置陶瓷泥塑课程，坚持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的教学理念，通过教学有效培养学生艺术创造力。
整个过程中全面拓展学生创作事视野，开拓思想认识，保证
学生陶瓷作品创造过程中理解传统文化精髓，结合时代气息，
提高作品艺术含量；促使学生全面了解现代艺术形态，帮助
学生探索出一条带有自身鲜明特色的艺术风格，在艺术道路
上越走越远。

2.4 不断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艺术设计教学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与创作能力，

而这两点在陶瓷泥塑课程得到充分体现。陶瓷泥塑课程教学
中重点培养学生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强调作品的创造性，
这恰好是培养学生原创艺术品的最好途径。整个教学中学生
亲自动手接触陶瓷材料，加工方式采用多重坐直方式，比如
手工捏塑、拉胚成形等，整个动手过程中学生了解陶瓷性质、
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烧制陶瓷泥塑作品过程中，学生见到自
己的作品，也是体会陶瓷的过程，提高心里认识。作为典型
的实践性课程，陶瓷泥塑课程中学生亲自动手，将理论知识
转为动手能力，不断提升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3 提高陶瓷泥塑课程教学质量的创新措施

所谓的创新措施指的是思考时采用非常规的方法解决问
题。创新措施可以帮助陶瓷泥塑教师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限
制，寻找出一条更加符合自己教学的方式，激发陶瓷泥塑学
习乐趣，激发学习主动性。

3.1 完善评价体系，提高教学质量
长时间以来陶瓷泥塑成绩考核模式较为单一，常采用闭卷

考试的方法，教师根据卷面成绩判断学生陶瓷泥塑知识掌握程
度。这种考核方式本身不能激发学生对陶瓷泥塑的学习兴趣，
部分学生实验操作能力较弱，但熟记实验理论知识，考试中得
到较高分数，这对实践能力强的学生来说不是很公平。因此陶
瓷泥塑教师应该创新考核模式，结合培养模式对学生平时学习
成绩进行评定，期末考试成绩结合平时成绩为学生最终成绩。
平时成绩评价应该包括签到、课堂状态、实验成绩等。对学生
进行全方位考核与监督，促进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提高。

3.2 创新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兴趣
陶瓷泥塑实践可以体现出很多陶瓷泥塑原理，因此通过

简单陶瓷泥塑实践课程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就很重要，学生通
过仔细观察可以充分掌握很多陶瓷泥塑原理，提高学生观察
力有助于提高学生各科学习成绩。目前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很
常见，陶瓷泥塑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该技术给学生示范实验操
作，提高学生逻辑思维与操作安全性的认识。学生可以通过
多媒体直观观察操作各环节的现象，这种直观的刺激更能引
发学生的关注，帮助学生探究本质。陶瓷泥塑学习中要紧密
联系实际生活，选择生所感兴趣的事物加以研究，让他们能
够借助自身所学对现实中的具体情况加以处理。
4 结语

总而言之，陶瓷艺术设计教学中合理设置陶瓷泥塑课程，
灵活设置教学内容，有效结合教学特点，促进学生陶瓷技能
的提升。教学过程中教师充分掌握课程特点，通过培训学生
基础能力，激发学生创新思维，达成培养创新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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