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第 23期

一、开展泥塑校本课程的目的
(一）是要提高学生对泥塑学习的积极性。
(二）是要在泥塑教学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 是培养学生对这门独特古老技艺课程的热爱。
二、校本课程的实践
(一)泥塑校本课程实践的意义
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了解学生学习的心理,用恰当的评

价机制衡量学生,从而增强学生学习泥塑的积极性,使学生以
主动的态度,乐观的心态接受并积极参与到校本课程中来。

校本课程也是学校个性化发展的必走之路。 努力使自然资
源与校本课程资源开发有机地结合, 为打造特色教育不懈努力,
开发出适合我校小学特色校本教材,填补我校校本教材的空白。

地处农村的学校与地处城市的学校,在资源和条件上存在
着很大的不同,当下小学美术教材中的一些教学内容,由于离
农村孩子的生活比较远,所以学生很难理解和掌握,因此,他们
动手实践操作和创作的机会也会相对较少。我们农村接近广袤
的土地,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泥塑制
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将符合乡土特色的泥塑,就地取材,
因地制宜的更好的运用于小学美术校本课程中,运用过程中所
应该遵循的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针对性原则、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原则等,必须做到条理清晰,符合美术教育课程标准。 充
分的把当地的民族特色和泥塑实践教学结合起来,运用不同方
式方法,以最好的效率达到教学的目标。 使当地的少数民族孩
子们能够更好的成长,蔡元培先生说过：“美育可以用来陶冶人
的情感,培养高尚的人格,发展为伟大的行为”,被誉为时代的
造像者雕塑大师吴为山说过：“泥塑要润,那是生命所栖”。进行
泥塑课程正是要让学生领悟最原始的创作真谛。

(二）学习泥塑的特征与好处
(1)返璞归真,亲近自然。 人类与生俱来就有一种亲近大自

然,亲近泥沙,亲近水的天性。 泥和水是生命的起源,没有泥和
水就没有生命。人类产生后,泥和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家乡的
泥和水更具有亲和力,泥土是纯天然的物质,更接近自然。 ;对
儿童来说,玩泥巴是最惬意不过的游戏,虽然他们对泥塑懂得
很少,但那种对原始材料处理得天独厚的能力,溢出心灵的想
象以及游戏似的创作方式的确让人着迷。

(2)可塑性强,随心所欲。根据需要用手对泥作搓、捏、拉、团
等动作,随心所欲地进行打平、垒高、滚圆、拉长等造型,在造型
过程中产生创作的灵感,从而使作品局部或整体的内容形状和
姿态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3)满足需要,体验成功。 无拘无束、自由操作,这样能释放
儿童的能量,满足好动的需要。 在制作过程中,小学生随心所
欲,随时随地会发现自己的、他人的作品动态过程和静态结果,
其形态和内容各有千秋、千姿百态、千奇百怪。

泥塑课程,小学生对于泥土大的作品单独难以完成,需要
利用小组或同桌合作的形式来完成。 在合作中一起构思,一起
制作,一起探讨创作的形式和制作的方法等,还要进行合理分
工和相互协调,齐心协力共同完成作品。 这种合作能充分培养
学习的合作精神,形成相互学习、相互关爱。“泥塑”是一门需要
耐心,需要细心,需要认真用心体会的课程。 一件复杂的作品,
需要花不少时间反复修改,由于喜欢,学生往往忘记时间,在精
雕细塑中,会更细心。 如泥条盘制,一不小心很容易折断,学生
在不断的实践中了解泥塑的规律和要求, 慢慢地学会了细心,

形成了耐心细致做事的习惯;同时体验劳动不易,更能珍惜劳
动成果。 养成坚韧的性格。

(三）泥塑制作准备步骤
泥塑看起来似乎是很简单的玩意儿,只不过是用泥巴随便

捏做的小东西,其实不然,泥塑其实是一种文化,捏做泥塑也是
有方法和学问的。 制作方法一般掌握简单,单需要多练方可得
其精髓和找到制作的艺术感觉。

制作方法是在粘土里掺入少许棉花纤维,捣匀后,捏制成
各种人物的泥坯,经阴干,陈列。

三、校本课程的课堂实践
本学期的校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是泥塑基础,开设此课程的

目的是因为考虑到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1.参加社团的学生几
乎没有在校外参加过美术兴趣班或提高班,没有经过专业的美
术训练,只是平时喜欢捏捏揉揉；2.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
都喜欢捏泥人、小动物,但是对泥塑人物的比例关系、动态、表
情、五官的具体画法还非常生疏,经常出现眼高手低的局面,导
致出现开始学习时热情高涨,遇到困难画不出效果来就逐渐丧
失兴趣,缺乏持久学习兴趣的不良现象。 如何在教学中突破常
规教学另辟蹊径设计教学重难点来激发学生持久学习的兴趣,
达成教学目标,是本学期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在教学实践中
发现巧妙借助运用多媒体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难题,具体措施
如下：

运用精美的、有趣的课件来创设课堂情境。用古朴,欢快的
音效和强烈的视觉冲击营造轻松、愉悦的气氛,给学生的视觉、
听觉带来美的享受,学生的强烈好奇心和浓厚的学习兴趣被激
发,探究新知奥妙心情油然而生,积极地开始新课学习,为完成
学习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欣赏,尝试探索,由简入繁,让学生自然而然专注投入
到学习中去,对人体比例关系在泥塑中的运用也有了形象、直观
的认识,气氛活跃有序,教师再因势利导,乘热打铁重新讲授人
体比例、动态等难点,亲身示范给学生看,进行教师美术技能现
场演示,增强学生直观理解能力和模仿力,拉近师生之间距离。
每个制作步骤,每个手法讲解,学生有模有样的学起来,捏泥塑
时对以前容易出现的比例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而
且还常常互相学习比较,轻松愉悦的玩泥巴。小学生之间的相互
学习,相互合作,相互借鉴,能让学生的泥塑技艺得到很大的提
高,我将学生的作品在完成时喜欢用展示台来展示,这样学生可
以很直观全面的欣赏他们的“大作”让学生有自豪感,同时学生
也清楚的看到自己或者他人的不足,我适时引导,取长补短,学
生也从开始觉得泥塑单调浮躁,到现在的津津有味甚至入迷,我
喜欢这样的学习过程,这门古老的技艺多么有魔性啊！

通过手工泥塑技法的训练,培养学生初步的自我技艺塑造
能力,能制作简单的泥塑作品适当发挥自我才艺, 校本课程在
教学中起到了积极正面的效果, 让教与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让这门古老的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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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泥塑艺术是我国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泥土为原料,以手工捏制成形,主要表现手法有浮雕,圆雕等。在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几千年里历久不衰,不断散发出它古朴,单纯,美轮美奂的魅力。 小学生开展泥塑校本课程即是对传统的
传承也是对古老艺术造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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