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美术课堂泥塑教学的几点思考
江苏省沭阳县华冲实验小学　高　贤

【摘　要】　泥作为孩子身边触手可及的东西，非常贴近孩子的内心世界。对儿童来说，玩泥巴、做泥塑是最惬意不过
的游戏，从敲、捏、团、包、揉中体会到了生活的无穷乐趣。作为一线的美术老师，我们只要努力去探索、去发现，进一步去

深入、挖掘，就一定会使学生在生活中，在嬉戏泥土的同时学到更多的知识，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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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行知先生一生倡导生活教育，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内涵非常丰富：“生活即教育”，教育极

其广阔自由，如一只鸟放在林子里面；“教育即生活”，将教育

和生活关在学校大门里，如同一只鸟关在笼子里。这样的比

喻多么形象与切中要点！

泥作为孩子身边触手可及的东西，非常贴近孩子的内心

世界。特别是对农村孩子来说，玩泥巴是最惬意不过的游戏，

学习泥塑更是对他们有着较大的吸引力，他们从敲、捏、团、

包、揉中体会到了生活的无穷乐趣。作为一线的美术老师，我

们该如何引领孩子通过走近泥塑———这指尖的智慧、艺术的

奇葩，让孩子在嬉戏泥土的同时学到更多的知识，得到更大的

发展呢？笔者就由聆听刘继华老师执教的《小泥人》一课及自

己教学中的经验，谈谈自己对泥塑教学的一些见解。

一、善用泥塑，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创造性教育思想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华，他曾一针见

血地讲道：“仿我者亡，创我者生。”陶行知把培养人的创新精

神与创造能力作为教育的宗旨，儿童是新时代的创造者，不是

旧时代的继承者。为此陶行知提出了著名的“解放儿童的创

造力”的号召，作为教师的我们在教学中要思考如何去解放学

生的思想和双手，使他们能想、能干，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

学生。

如今的美术教育越来越强调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培养

学生的创造能力。而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就是要培养儿童

的创新思维。的确，这对于新世纪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和世

界接轨的中国更需要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建设者。我们

的社会需要创新，未来的社会接班人更需要有创新意识。可

在很多的美术教学中，我们却遗憾地发现，当教师出示示范作

品时，学生除了发出“啧啧”的惊叹之外就再也说不出其他东

西来。虽然布置作业时教师一再强调自己创作，但孩子除临

摹书本之外很少自己进行创作。分析原因，很多孩子缺乏学

习的兴趣或态度不端正。为什么呢？许多家长在和老师交流

时还说自家孩子小时候是如何的喜欢画画，随意涂鸦，往往还

乐此不疲。为何孩子年龄增长了，而对美术的兴趣反而减退？

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对美术的兴趣和爱好的确会随年

龄的增长而减弱。显然，美术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

何保持学生的兴趣，让学生觉得美术学习和美术语言的表现

更加有意思，是我们应该解决的。

泥作为孩子身边触手可及的东西，非常贴近孩子的内心

世界。孩子用画笔不能表现的或难以表现的，都可以用这种

原始的方法来表现。这种美术语言的表现更容易，因此，学生

也更能接受。同时，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也更强，更便于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作品的空间感和立体感也更明确，学生操作

会更具体，感觉更为实在。如刘继华老师在教学《小泥人》一

课时，通过泥人的动画展示，让学生跟着课件中的泥人，一起

做动作，通过自己的动态表现，很快就能联想到泥人的动态表

现，不仅解决了造型中的难点，也让学生从中明确了只要把泥

人的头歪一歪，手伸一伸，脚踢一踢，身子扭一扭……就可以

得到各种动态泥人。这样学生的创造能力也得以发挥了，创

造精神更得以培养了。

二、活用泥塑，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美术语言的表现方式多样，可以用线条、色块、纹理等。他

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巧妙组合让作品更加丰富，表现的意境

更加真实。然而，作为孩子，他们的思想比较单纯，美术的素养

和技巧也非常的稚嫩，许多方式不能够更好地表现或表现不出

他们的心灵。而泥却能让他们找到自信。许多之前对美术不

感兴趣的孩子却对泥情有独钟，他们从各种不同动作如敲、捏、

团、包、揉中感受到动手的乐趣。孩子会对自己的“作品”百加

呵护。在刘老师的课堂上更是体现了这一点，当刘老师让孩子

把自己的作品放置展台时，孩子们是那样的高兴。尤其是在学

生用自己的语言向同学介绍自己的创意、品评别人的作品这一

过程中，孩子们仿佛就是那个小泥人……这既提高了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又起到了教学评价的激励作用，提高了学生的自

信。可见体验成功对孩子来说是何等重要，尤其是对某些能力

方面有所欠缺的孩子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泥塑作品制作过程中，孩子那种真实情绪的表达是我

们动手过程中的真正收获。陶行知先生也曾说过：“我们必须

变成小孩子，才配做小孩子的先生。”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体

验孩子的内心世界，是我们教育应该探讨的课题。

三、巧用泥塑，培养孩子的合作意识

简单的小泥人不足为奇，而多个泥人的合作和交流会成

为各种不同的场景，这就让孩子乐在其中。似乎他们手中的

泥人就是他们自己，穿梭在社会的每个角落，扮演着不同的角

色。时而是那乐队的指挥，时而是街边的小贩，时而是运动场

上的健将，时而是航天英雄……他们把自己的理想和愿望都

付诸每个场景中的泥人身上，学生在交流和合作的同时，增进

了友谊，找到了乐趣。人是自然人，更是社会人，作为教育更

是在为社会服务。孩子在这样的课堂中，不正是为成为社会

中各色的人而不断进步，不断体验，不断成熟吗？孩子在玩的

同时学会做人，学会合作，体验合作的快乐。

我们的教育特别是美术课堂教育再也不能拘泥于书本，

我们要将学生从课堂上带到生活中，我们可以充分发掘和利

用本土资源，设置与学生年龄特点、生活特点相结合的合作学

习任务，使学生在动手中学习学科内容，同时也使学生拥有合

作意识、交流意识。

四、妙用泥塑，提升孩子的审美情趣

陶行知在《谈生活教育》中指出：“康健的生活即是康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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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劳动的生活即是劳动的教育；科学的生活即是科学的教

育；艺术的生活即是艺术的教育；改造社会的生活即是改造社

会的教育。”在《生活即教育———答操震球问》中亦指出：“好

生活就是好教育，坏生活就是坏教育；前进的生活就是前进的

教育，倒退的生活就是倒退的教育。”

小学美术课是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的重要途径，既要提

高他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更要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

这也是美术教学在课堂中贯穿的主线。如《小泥人》一课中

《维吾尔小姑娘》那优美的舞姿，《拉面大王》的精湛技艺，还

有那阿炳的《二泉映月》，无一不是美术作品中美的杰作。刘

老师通过课件分别展示它们，从孩子们的表现可见孩子已陶

醉于其中，体验到了生活的快乐。作为美术教学中的深层次

目标，审美情趣无疑是孩子一辈子所必修的课程。泥塑教学

中的各种动作神态、场景故事，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不仅是动手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如何鉴赏、鉴赏什么，都

对孩子以后发展有很大好处。

对儿童来说，玩泥巴是最简单却有意义的游戏，每个人天

生具有的探索倾向和表现欲望在活动中得到有效体现，玩泥

巴、做泥塑给学生及教师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表现和展示自

己的机会。其实，学生只是在捏泥、想象、动手及思考，但我们

作为个体，对原始物质的处理能力和源自对大自然的想象，通

过泥塑创作方式充分表现出来。

教学中，真诚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拥有一个充满想象、

充满期待和泥土芬芳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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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王延升发现了找单位“１”的窍门：“我们找准关键句……
这里谁是谁的几分之几，这个几分之几对应的量就是单位‘１’
……‘比’是这题的题眼，跟谁比的谁就是单位‘１’。”王格格
同学在做选择题时发现举例是个好方法：“圆锥和圆柱底面半

径的比是３∶２，高的比是１∶３，体积的比是（　　）。Ａ．１∶２
Ｂ．１∶６　　Ｃ．３∶４　　Ｄ．１∶４。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举例
子……”

六、生活中的数学

数学与生活息息相关，数学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

学生体味着数学的简单应用，在数学日记中吐露心声，展示学

到的知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在学习《利息问题》时课堂上出现了一点风波，王冠朝同

学带来的存单存款时间为 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１３日，取款时间为
２０１２年 ３月 １３日，利率为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本金为 ７２００．００元
整。那么利息应该是７２００×３％ ×１＝２１６（元）。可存单上明
明写着“２１９．６０元”！他在日记中写道：“银行出错了？不可
能！后来到了下午，还是邱爽给我揭开了背后的秘密：有些银

行是直接按１年３６５天计算的，而我存的这家银行是按１年
３６０天计算的，然后再加上５天（６天）的日利率。哦！原来还
有这样算的！啊！数学真奇妙！”

姚子鸥在学习“打折问题”后留心生活中的打折问题，记

录了“艾莱依”和“雪中飞”的打折情况，并利用自己学到的数

学知识计算到哪家买划算，感受到“买东西还真得‘货比三家’

才可以”！

七、课外学习的收获与体会

学生的学习并不仅仅限于课堂，课外与长辈、同学的交

流，课外书上的讲解，上网查阅资料等都是学习数学的好方

式。我鼓励学生把课外学习所得用数学日记的形式记录下

来，并在全班交流，很好地激发了同学们研究数学的兴趣。

嬴泊文同学在玩陀螺时发现有的陀螺转得时间长，有的

则转得时间短，于是上网搜索，弄明白了转的时间长短与陀螺

重量的关系，并结合列方程解应用题自编自解应用题，乐在其

中。李东升同学在计算压路机的轧路面积时算成了一个侧面

积加上两个底面积，“爸爸说：‘你的这个压路机可真厉害呀，

左右也能轧，还全方位轧路呀？’经爸爸一说我想起来了，压路

机左右是不能轧路的，只要算出侧面积就是轧路面积了”。思

维敏捷的邱爽在看到《数学报》上介绍的巧妙方法后在日记中

记录了自己的收获：“当我看见《数学报》４版之时，一个大标
题‘灵机一动，巧算表面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忙认真读了起

来，殊不知得到了一种计算圆柱表面积的好方法……”

八、学习中的困惑或心里话

学生在学习数学、做数学题时碰到疑难问题不能解决时，

可以把这些难题写在日记中，请求老师帮助解决；或者有什么

心里话要对老师说，也可以写在日记上。

刚接手六（４）班不久，倪小天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我前
一个星期表现非常不好。这是因为什么呢？一是因为感觉我

们的程老师人很好，这样使我有点目中无人的感觉，所以我写

字渐渐地就不认真了。二是课堂上认为题目很简单，所以也

就没有怎么认真听，做题也不怎么细心，造成学习成绩下降。”

我在评语中及时对他加以鼓励，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他的成

绩很快提高上来了。

岳泳君在听了学校广播里同学们讲的数学家故事之后在

日记中反思自己：“想想我，再想想那些数学家，真是觉得一个

天，一个地，唉！自愧不如！这一个月来，我就整天只顾着玩

儿，抽考下来的成绩，哇！才８２．５分！我可是从来没考过这
么低的分啊，以前都是９０分以上呀。我经过反思，检讨自己，
发现自己的不足：天天中午看电视，下午一回家写完作业就出

去玩儿……我要追上去！”

学生的数学日记内容虽然一天天丰富起来，但形式不够

多样，大多是总结日记、反思日记，数学思考、心语类的日记偏

少；一些学生虽然爱写数学童话，但数学内容与故事情节生硬

对接，还应加强这些方面的指导。几年来的研究，我虽然注意

了学生数学日记的实践方面，但在理论方面还很欠缺，理论还

比较单薄，研究还不够深入。我一定在总结经验的前提下，继

续学生数学日记的研究工作，为学生学好数学、提高数学能

力、促进师生教学相长而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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