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泥塑活动中培养幼儿的自信心

董凡若

(常州市实验幼儿园，江苏常州 213001)

摘 要：泥塑活动是在老师的引导下。让幼儿尽情发挥

自己的想象和创造，按照自己的意愿。动手捏造出自己喜爱
的事物。泥塑活动在培养幼儿自信心方面有着独特价值，可
以通过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积累丰富的感性经验．为幼儿

自信心的培养打好基础；选择有趣的活动内容。借助多样的

活动形式，为幼儿自信心的培养提供支持；引入丰富的操作
材料，提供合适的锻炼机会，为幼儿自信心的培养注入生机；
完善活动评价机帝j。鼓励个体大胆龟f3造．为幼几自信心的培
养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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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泥可以变化万千．无论怎么捏、揉都会是一件很有特
色的作品．而孩子的想象力越是丰富．出现的作品就越是充

满童趣的美。给幼儿一团泥，他们会很高兴地反复捏弄着玩，
在一双双稚嫩的手里，几经拿捏。活脱脱便跳跃出一个个可
爱、童趣的造型，宛若一群伶伶俐俐的小精灵，呼之欲出，好
像随时会起来跟你热闹一番，是孩子们的小手和想象赋予了

它们生命。当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作品时，肯定对自己
的动手能力更有信心。幼儿的自信心其实就是幼儿积极自我
评价引起的自我肯定并期望收到他人集体和社会尊重的一
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倾向．它是幼儿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

面。是幼儿对自己力量的充分认识和评价，是幼儿积极主动
参加一切活动的内动力．它对幼儿的身心健康、和谐发展都
具有促进作用。

如何更好地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呢?我认为本园开设的玩
泥活动为幼儿树立自信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锻炼渠道。

一、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积累丰富的感性经验。为幼儿

自信心的培养打好基础。

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曾说：“怎样的环境就能得到怎样的刺

激．得到怎样的印象。”通过不断摸索，我发现，无论以哪种方

式组织陶艺活动，只有把幼儿置于与之相关的环境中，在主动

建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才更有利于他们充分地表现与表

达。例如，《花儿朵朵》，让幼儿观察各种各样的鲜花和花的图
片，引导幼儿从花的造型、花纹入手；再让幼几观察花、茎、叶

的形状如何，以及大小的区别、花朵的形状和生长的位置。等

到幼儿捏时，自然而然就捏出了花的主要特征。有的花瓣用圆

形来捏，有的用半圆形、三角形，形象非常丰富。又如，《有趣的

脸谱》，我们提供大量具有代表性的脸谱图片给孩子欣赏，帮
助孩子积累经验。在玩泥过程中，引导幼儿用学过的多种方法

玩泥，如可以用泥条盘高；用泥块堆砌；用泥球装饰；用泥片印

刻，等等，以多样化的玩泥方式，表现出富有个性、千变万化的
脸谱。再如，在《我找到了春天》的主题开展期间，我们在主题

墙上布置了大量的柳树、桃树等各种不同树木的图片，图书柜
里放满了有关春天的图书．自然角里饲养的是小蝌蚪，玩具柜

上摆放着各种春天里醒来的小动物⋯⋯这些物体给幼儿以强

烈的视觉冲击，耳闻目染中逐渐在脑中形成有关春天的花草
树木、春天里醒来的小动物的表象特征．为捏塑做了知识经验
铺垫，对树立孩子的自信心有很大的帮助。

孩子的生活经验直接影响他们玩陶的情绪、态度，甚至个
性的张扬。因此主题活动中，丰富多样的参与体验活动为幼儿
玩陶提供了感性经验、创造的“可能性”。我们通过利用园内、
园外的资源，请家长、幼儿一起动手动脑，共同收集相关主题

务．并形成互相帮助的良好品德。应该说这种区域表演活动，

是幼儿良好社会性行为发展的最佳活动之一。

当然在区域活动过程中也会出现一种反社会的行为——
攻击性行为。这种行为一般是在活动中出现不协调的认知冲
突中引发的。在攻击性强的幼儿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是一种
不良的社会行为．在区域活动中也比较常见。

还是以“人们怎样工作”主题为例。在建构区，男孩子比较
喜欢建构冒险类的如：“猎入与野兽”、“奥特曼与怪兽”等之类

的场所．而女孩子则比较喜欢“娃娃家”、“商店”等场所．所以

在此过程中，往往会产生矛盾冲突。这时也可以说是幼儿良好

社会性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幼儿从解决冲突到达到协调，是

一个不断克服自我中心化的过程，冲突的解决在一定意义上

促进了幼儿合作与分享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幼儿懂得了谦

让．学会了尊重他人，学会了宽容。

三、注重区域活动评价，促幼儿社会性发展

评价是发展幼儿自信心的重要手段．幼儿往往通过别人

的眼睛来认识自己。在区域活动中，多形式、多层次、多维度的

评价方式，恰当、及时的评价能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评价

自己：既能在同伴前展示自己，又能对自己有一个审视；评价

他人：既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又是一个相互交往、提高的过程。

评价虽然看似是一种认知倾向的评价，却是在不断产生认知

冲突，形成新的认知系统的过程。其实它要求幼儿大胆站在大
家面前表达意见，所需要的信心和勇气就是一个社会化系统
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社会发展过程可以让幼儿从中获得自

信，获得成功与他人交往、与他人合作的社会性意识倾向，并

在循环中逐步发展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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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评价：作为区域活动的引导者、观察着、合作者、支持

者、欣赏者对幼儿活动评价的作用应该是宏观细微的，又是客
观公正的．而且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合理的评价对幼儿社会性

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还以“人们怎样工作”主题为例。在科学区：幼儿往往都喜

欢汽车修理这一活动，有时候会出现争抢轮胎、扳手这类物品
的现象，这时候需要老师及时地参与讨论评价，让幼儿形成正

确的观点。应让幼儿了解各行各业分工要合理，要懂得谦让或
形成协议。如可以有一些约定：今天谁来参加这个行业，明天

谁来当这个角色，或者还可以二人合作、三人合作等。评价中

老师要对幼儿认知系统中矛盾的或不规范的行为加以正确评

价．切实提高幼儿的选择能力，促进幼儿认知、情感、个性健康

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性行为。

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是在与周围人共同生活、共同交往的

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幼儿一日生活中充满社会技能训练

的契机，社会性教育来源于生活，最终还将还原于生活，“从做
中学”借助于生活．在日常活动中让幼儿体验、学习、深化。区
域活动对于幼儿社会性发展仅是窥豹一斑，幼儿园既应当是
孩子的乐园，又应当为孩子提供与现实生活的真实联结，让他

们在日后的社会化进程中少走一些弯路。这是我们对幼儿的

责任，也是我们对未来社会应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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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片、故事、音乐等，让幼儿有初步的知识积累；我们还利用
课前户外活动时间帮助孩子多看、多听积累知识经验．有了

“半桶水”。就不会出现孩子在活动中无从下手的局面，增强了

孩子的自信心。
二、选择有趣的活动内容，借助多样的活动形式。为幼儿

自信心的培养提供支持。

幼儿在活动中有自信的行为．首先必须这个活动是孩子

喜爱的。只有喜欢的他才有兴趣，才能充满激情敢于挑战。信
心满满地投入活动。杜威及其学生克伯屈提倡以活动为中心

的“儿童中心论”理论中就强调要“以孩子快乐为本”．所以活动

无论主题还是内容选择都必须是富有趣味、有较强游戏性的。
如果孩子每一次都是单单地玩陶泥、捏陶泥．长期如此，孩子就
会产生审美疲劳，对陶泥活动缺乏兴趣。我们就以有趣的游戏。

多种玩泥的方式．引导幼儿做陶泥游戏。把“带着任务”学本领．
变成从“快乐的游戏”中学本领。让孩子不觉得乏味、疲劳。例

如：与主题活动相结合的形式，游戏陶泥活动，与课堂内容相结
合。还有一些综合陶泥活动．例如陶艺作品评比、陶艺手册、家
园陶艺亲子活动，等等，特别是家园陶艺亲子活动，依靠家长与
孩子的亲子关系，共同参与陶艺活动，借助家长帮助孩子树立

了强大的自信心。在活动中，孩子们富有童趣、天马行空的想法
不仅让家长大开了眼界，而且让家长站在了欣赏的角度看待

自己的孩子．家长不断地关注孩子，凭借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
引导孩子，给予适时的帮助、评价，弥补了孩子生活经验的不

足，更增强了孩子的自信心，也促进了亲子关系的和谐。
三、引入丰富的操作材料。提供合适的锻炼机会．为幼儿

自信心的培养注入生机。

多种材料的运用是表达想法的一种手段。引入综合材料，
可以使作品的风格更加多样化。因此在第二阶段玩泥活动中

我们不仅提供了陶泥，还投放了丰富的辅助材料，并且符合幼
儿的年龄特点，做到了既满足他们的要求，又有利于提高能

力，这样就不会让孩子有挫败感，可以增强其自信心。

1．为幼儿提供的辅助材料应符合幼儿年龄特点

要保证幼儿对玩泥活动的兴趣，就要注意材料投放符合
其年龄的特点。小班幼儿年龄小，各方面的发展不完善．因此

在投放辅助材料中要大，简单、更安全，否则他们会无所适从，
如粗粗的吸管，大颗粒的芸豆、蚕豆等．小颗粒物由于容易被

孩子吞食，不宜选；中大班可以更丰富，木头、铁丝、麻袋、布料
等材料的运用能为作品增添情趣，提升作品的档次：而油画

棒、油漆、丙烯等颜料的引入则使作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

觉。小的、大的、软的、硬的、粗的、细的，越丰富越好．让孩子们

在使用及操作时更加得心应手。假如材料的投放不遵循幼儿

的年龄特点，大年龄幼儿就会觉得太容易．对活动本身失去兴
趣，而小年龄的幼儿就觉得太难，会对所做的活动失去信心。
这都不利于幼儿自信心的树立。

2．为幼儿投放材料要符合幼儿个性差异
动手能力与幼儿的自信心有密切关系，动手能力强的幼

儿比较自信而动手能力弱的幼儿易产生自卑心理．在潜意识
里认为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所以在活动中我们要充分考
虑幼儿的个别差异性，在材料投放时应注意投放符合不同幼

儿发展水平的各种不同层次的材料，让每个幼儿都能在活动

中选择练习，找到适合自己的，从而发现自己的进步．体验成

功的快乐。增强自信心。

我们选择的这个陶泥活动，就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在塑造

过程中通过手指、手腕、手掌、手臂的不停运动促进幼儿小肌

肉动作的不断发展。例如泥塑活动中需要一些精细的动作．以

及使用一些火柴棒、大头针、牙签等辅助材料，那么在此过程

中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就会逐步增强。据对本园13个班级几
百名幼儿在泥塑活动中的表现的调查显示陶泥活动中表现较

好能力较强的幼儿在各方面的能力尤其在自信心方面均较

强。实践证明，泥塑活动中能力较强的幼儿自信心强，不怕困
难，组织与交往能力均较强，而且性格活泼、开朗、好奇、好问、

肯动脑筋、爱好艺术，特别是在泥塑学习上积极主动。

3．多为幼儿提供自由玩的实践机会

陶泥活动是幼儿一种“自娱性”活动．在自我感受、自我表

现、自觉自愿的活动中受到感染和教育。所以要给幼儿提供

更多的自由参与活动的机会，使他们在自由活动中．真正体
验活动的快乐．自己想办法解决遇到的一些问题．从而增强
自信心。

我们在活动室内也设立了陶艺坊，孩子们一有空就会跑
过去玩。刚开始，我发现孩子们的作品，经常出现干后连接处
易断开等现象。但玩过几次后，我发现孩子们开始有意识地尝

试运用各种材料，想办法解决泥塑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渐渐

地，孩子的作品不再出现“缺胳膊少腿”等现象。

自由的活动时间，给发展水平不同的孩子提供了表现自

己的极大的可能，没有压抑感，完全陶醉于自我的欣赏中。没

有了时间，没有了上课的拘束，每次作品完成，孩子们张张稚
气的脸上展现出的满足和欣喜正是他们建立自信的一种表
现，对于一些内向、不愿表现自己的孩子，这一过程尤其重要，

这是他们展示自我的一种好方式。可见．强调过程和娱乐性的
陶艺活动对于增强幼儿的自信心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4．按照幼儿的年龄特点为幼儿提供合适的锻炼机会

要为每个幼儿提供表现自己长处和获得成功的机会。让

每个幼儿在集体面前展示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可以满足和发

展他们的表现欲，提高他们的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对能
力差的幼儿更要多给予关注。要让每个幼儿都在活动中得到
锻炼，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让幼儿在活动中主动获得成功．

体验成功感。有能力感与自我价值感。
四、完善活动评价机制。鼓励个体大胆创造。为幼儿自信

心的培养提供保障。

在活动中教师应由易入深引导幼儿实践操作．为幼儿提

供具体建议，可以对幼儿顺利实现自己所要表现的想法起到

推动作用，大大增强幼儿的自信心。新纲要指出：评价是教师
用专业知识审视教育实践，发现、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过
程，是促进每一个幼儿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手段。评价

应自然地伴随着整个教育过程进行，所以，教师对幼儿进行评

价时一定要中肯，这个评价不能太随意，要因人而异．以激励
为主，让每个幼儿都品尝到成功的喜悦，不断提高自信心，增
强主体意识。重视过程评价，而不是结果评价，激励幼儿树立
积极向上的自信心。充分挖掘孩子的潜能．善于发现他们的闪
光点，及时激励他们，让幼儿知道每个人的创意表现都焕发着

不同的艺术魅力，成功就在每个人的身边。

教师的适度指导，能有效提高幼儿对材料的敏感度，引导

幼儿发现问题，尝试在操作和实践中解决问题。“变不指导为
指导”，教师以参与者的身份用自己的行动和游戏的语言或游
戏的材料，暗示幼儿的游戏行为，促进幼儿的发展。提高幼儿

探索环境、自主学习、主动收集信息、个性化创造等方面的能

力。比如在大班“秋天”的陶艺主题区域活动中，教师采取了多

种隐性指导的方式，教师以“秋姑娘”的身份参与活动．而不是
以教师的身份参与，幼儿的心理环境就宽松了。在制作树叶拓
印的区域内，由于幼儿以前没有进行过类似的操作，老师通过
示意图的方式，暗示幼儿有序操作，帮助幼儿获得了成功。由
于在活动中，教师尊重了幼儿的意愿，努力保护孩子的童心、
童真、童趣，给幼儿创造自主活动、自主探索的机会和条件．从
而更好地促进了幼儿的多方面发展。

其次，教师们鼓励幼儿积极参加班内、园内、市级、省级乃

至全国的陶艺制作比赛。获奖的孩子除了拿奖状，得奖品外．
还有一项殊荣——获奖作品陈列在幼儿园醒目的橱窗里．接
受老师、同伴们的赞扬。而没获奖的孩子也不用灰心丧气，他
们也能在走廊、多元创意室、教室等多处展示平台上找到自己

的得意之作。幼儿每天都能关注到自己及同伴创作的作品，多
层次的奖励、展示平台大大激发幼儿参与陶艺活动的兴趣及

信心，帮助孩子们感受快乐的成功喜悦。
总之，自信心的树立是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

面。具备了自信心的幼儿更易形成活泼、开朗、进取等良好个
性心理品质，从而获得身心的和谐发展。而我园陶泥活动为幼

儿自信心的树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给幼儿创造了更

多自主活动、自主探索的机会和条件。同时．通过陶泥活动．我

们也真正体会到了孩子们的童心、童真、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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