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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游记》是 中华民族十分 宝贵的文化 资源。其 

中描述 的花果 山就坐落在连云港 ．是连云港人珍 贵的文化遗 

产。美术教育对西游记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起着重要的作用，鉴 

于这一情况．许 多教育界人士提 出将 西游记文化与 美术教育 

相结合 的观 点 而泥塑教 学是 美术教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为 

学生提供 了 自我表达和发挥 想象的空间 为此 ，本 文从 美术教 

师的角度 出发 ．针对学科特征 ．开展 了在泥塑教 学中的一 系列 

实践，探究泥塑教学与西游记文化的有机结合。西游记文化除 

去它本身的艺术价值 外．反 映的大多是人们驾驭 自然征服邪 

恶的愿望和人定胜 天的乐观精神 对 于西游记文化我们不仅 

要保护，而且要继承、发扬并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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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推进 ，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受 

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本文从一个美术教师 

的角度．在日常教学中展开关于如何将西游记文化传承与泥 

塑教学有机结合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结合各方面的情况，不 
断地探索研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了几点看法。 

一

、校本课程《大圣故里》中的西游记文化 

西游记文化从明代中叶到现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是 

民族精神的载体和文化缩影。西游记文化表达了不畏艰难、惩 

恶扬善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有着丰富的文化与历史内涵。 

《美术课程标准》指出 ：“美术教学应贴近学生 的生活实际， 

让学生易于动手，乐于表现．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 

表达真情实感 ”为此 ，在学习过程中笔者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感 

受西游记文化中所反映出的乐观顽 强 、坚忍不拔 、百折不挠的 

精神．从中体会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使学生对西游记文 

化产生认同感及探究欲望。《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被赋予惩恶 

扬善、尊崇忠良的正义色彩，起到激励奋发的作用。学生在探究 

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西游记文化的冲击．领略到我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从而对西游记文化产生强烈的学习兴趣，成为西 

游记文化的赏识者和传承者 

二、泥塑教学与西游记文化的契合 

泥塑是我们 民族文化的瑰 宝，我国素有 “瓷国”的美誉。泥 

塑由于兼具原始性、现代性和公众性，被世界认可。泥塑教学 

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丰富的想象力。为此，笔 

者探索在继承西游 记文化的 同时 ．从不 断的教学 实践 中加深 

对西游记文化的认识 ，进而产生新的发现和理解。经过多次 

的尝试 ．笔者欣喜地发现 ：学生对熟悉的西游记文化有着深 

厚的感情 ，西游记文化与泥塑教学有机融合使课堂增添了无 

穷的乐趣和生机 ，师生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受。通过引导 

学生关注两游记文化的生存状态、关注西游记文化在泥塑创 

作中的独特作用，探索有益于学生快乐成长的泥塑教育，从 

而使学生 的泥塑作品更加具有 浓郁的地方 文化特色 、更加 贴 

近学生的生活 

从西游记文化 的艺 术特色上 看 ：“塑造 的人物既有个性 ． 

又有共性，力求打破客观事物的约束。用现实的手法揭示貌似 

圣洁的神佛的隐私．使其真相毕露：用生动贴切的对话 ，来突 

出人物性格。”从西游记文化的内容上看．它是反映现实的社 

会矛盾 ．表现 了丰富的社会 内容 ．其 中积极 乐观 、敢于斗争 的 

精神 ，是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 ．歌颂了正义、无畏和勇敢 

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角度多样化的特点。 

在学习制作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西游记文化的主要精髓． 

而要把握住西游记文化的基本表现形式。鼓励学生们在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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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研究的合作交流中，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将他们对西 

游记文化的认知从接受过渡到有机的契合，为以后的学习奠 

定基础，进一步使学生感受到艺术就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艺术作品就是对生活的提炼和表现。 

三、西游记文化进 泥塑课堂的实践 

在泥塑教学方面，为了培养学生挖掘西游记文化内涵的 

能力 ，激发他们热爱西游记文化的深厚情感，在教学中笔者就 

以下几个方面做 了实践 

传统的泥塑教学模式是先教后学，笔者认为泥塑课堂上 

也应该尽量让学生“先学”，从而使学生全面了解泥塑，培养其 

民族 自豪感。如在学习《西游记瓦当》一课之前，让学生自己查 

阅资料 ，了解制陶的相关内容。学生学习得很主动，有人介绍 ： 

“陶瓷用英语说是china，中国是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有的了 

解到泥塑最著名的是天津的“泥人张”和无锡的惠山泥人。进 
一 步加深了对文化和历史的认识。 

美术教育中教育导人是教师在教学内容或教学活动开始 

时引导学生学习创作的方式。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教学 

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实际上，在刚 
开始上课时．学生的学习心理往往还没有准备好。这时要讲究 

导人的艺术．好的导入可以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激励和鼓舞 

学生。激励是一种促使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在泥塑教学过程 
中，当遇到“调皮”的学生，笔者总是密切地关注学生的不同表 

现与反应，及时给予指导性、激励性的评价。生动的评价，如一 

个微笑、一个赞许 ，都能给被评价的学生以极大的满足感，帮助 

学生树立探索的信心，使学生更加主动地思考。 

情境式教学是教师根据教学需要而为学生精心设计 的具 

体、生动、形象、丰富的学习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音乐与美 

术同属于艺术，要将音乐融人美术教学，笔者在美术课的开始 

阶段可先放一段与课题相关的电视连续剧 《西游记》的主题 

曲，利用音乐的旋律、节奏特点，使学生体会泥塑中不同个体 
的表现。这使西游记文化更显直观形象。大大调动了学生的积 

极性 。 

笔者以为让学生真实地感受制作泥塑的魅力 ，更能激发 

他们对西游记文化的学习兴趣。特邀请民间艺人高老师现场 

指导 ，组织学生欣赏 、学 习民间艺 人制 作西游记人 物的一系列 

活动。进一步了解泥塑艺术是 中国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 ，以泥 

土为原料，以手工捏制成形，或素或彩，以人物 、动物为主，泥 

塑的模制一般分为制子儿、翻模、脱胎和着色，其常见的制作 

技法有揉、拍、压、切、拧、剪等等。为了使西游记文化的内容具 

有时代性 ，笔者在探索的过程中做了大胆的尝试 ，将环保、学 

习、节 日等内容融人到泥塑的创作中，使传统的工艺和现代的 

观念有机结合起来。学生的思路开阔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就能得到很好的发挥。通过积极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在创 

作的过程中抓住造型夸张的特点，学生的作品在充满西游记 
文化韵味的同时别具一格 

西游记文化是一块温润的宝玉，自然散发出深沉而柔美 

的光泽，这是学生的一些作品，也许还很稚嫩。在学习和探索 

中，笔者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的探究之路才刚刚开始．还需要多 

方面的研究与尝试。值得我们去思考、实践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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