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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艺术是我国传统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 它以泥土
为原料，以手工捏制塑造，或素或彩，以人物、动物为主。 我将
这类活动称为“玩泥活动”。我认为：泥塑是一种有趣的美术游
戏活动，孩子们应该从中享受乐趣，沉浸在玩泥的欢乐之中。
而小班幼儿的注意力都以无意注意力为主， 所以他们的注意
力持续性较低，一般只有三五分钟，所以我必须根据幼儿们的
实际情况从以下方面进行指导：技能水平、兴趣、需求，以延长
他们的注意力时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它是幼儿积极参加泥工活动的前
提，对于小班幼儿来说，要激发他们玩泥的兴趣，最好的方法
莫过于创设情境。而我认为情境教学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体化活动场景
在泥塑活动中，要为幼儿创造有利的具体化活动场景，而增

添辅助材料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通过为幼儿提供各种丰
富的辅助材料，让泥塑活动成为幼儿的创造乐园，让幼儿可以自
主选择，自如制作。 这样新颖、独特的作品让幼儿体验到成功，同
时提高他们创造表现的能力，兴趣、创造能力大大提高。 在这种
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幼儿不知不觉喜欢上泥塑活动。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说：“怎样的环境就能得到怎样的刺
激，得到怎样的印象。 ”如在上次玩泥活动中，教师在教室里创
设了一个有情节的动物园情境，带领幼儿参观，并给他们讲解
不同小动物的外形。他们立马被这有趣的情景吸引住，也都产
生好奇的心理。各个都争先问着：“老师，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小
动物呀？ ”“是小猪吗？ ”“老师，我觉得是小鸭子”，“老师，我们
今天是不是捏小鸡呀？看着他们各个都兴致勃勃的样子，教师
出示今天要制作的小动物：小鸡。 ”咦，你们看看今天我们要做
的小动物是什么呢？请你们细心地看一看，这个小鸡长什么样
子？”刚说完，他们就立即举手了小手想要回答。紧接着我补充
道：“要捏出形象、好看的小鸡，一定要看好老师是怎么样捏小
鸡的哦。 ”幼儿各个都用认真的目光注视着我，然后用心地操
作，很快一个个生动可爱的小鸡形象跃然板上，脸上充满成功
喜悦感的笑脸。泥塑活动有了充满诱惑的情境后，就能将幼儿
的创作激情都释放出来。

二、游戏化过程情境
小班幼儿缺乏独立从事活动应具备的社会性经验与能力，

他们非常渴望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这就使他们的实践与经验之
间产生重大矛盾。 而游戏化教学过程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
形式。 小班幼儿无法区分教学活动与游戏，所以他们常常把教学
活动当成是一种游戏， 因此教学活动可以作为幼儿的实践与经
验之间的矛盾，从而借用这种方式表达自我的一种游戏。 于是，
在泥塑活动时， 教师就把幼儿所要塑造的活动内容或主题转化
为游戏，使游戏和泥塑融合成一种活动、一个过程，通过游戏和
泥塑的相互结合满足他们的愿望和需要。 具有可以阐述为：

1.幼儿玩泥的动机源于生活环境的驱动。 在生长过程中，
环境对于幼儿的成长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而游戏却是
他们在适宜的环境中获取愉悦感的一种间接方式。 “泥土”是
人类生活的直接产物，幼儿正是通过在“玩泥”的游戏过程中
受到“动作”和“能力”的刺激，从而发展他们的能力。 也就是
说：泥塑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游戏。

2.在泥塑活动中，幼儿创造性表现的内部心理因素之一是
愿望，也是他们内心创造力表现的一种需求。 为了满足他们的
需求，达到他们内心的愿望，教师可以借助游戏的艺术性特质
帮助他们。“想象借助于这种游戏，企图创造一个自由的形式”，
游戏的愿望成为幼儿创造性心理发展的重要心理因素。

3.幼儿泥塑活动开展的出发点是描述某人物、动物的外部
特征。 在幼儿的创作过程中，他们往往会一边动手操作，一边
嘴巴里发出不同的动物叫声，如“小鸡叽叽叽”、“小鸭嘎嘎嘎”、
“小狗汪汪汪”、“小猫喵喵喵” ……他们在制作过程中还会有
一定的言语交流，会讲述自己的制作方法与作品。随着交流越
来越热烈，往往会忽视泥塑人物或者动物的外形特征，部位外
形是否形象，部位位置是否适宜，他们忘了是在学习本领，如
同在创造性游戏活动中一般进入角色。

4.幼儿泥塑活动的过程就是游戏的过程。小班幼儿对什么都
感到新鲜与好奇，他们随性地拿起一坨彩泥，放在手里揉弄。对于
他们来说，手中的彩泥就是一种玩具，毫无任何学习价值可言。
他们不介意如何使用手里的工具，不介意操作的方法，不介意活
动的成品如何……他们享受在游戏活动中获得的愉悦感。

可见， 游戏是幼儿教学实施过程中最能够受到孩子喜爱
的一种方式。实施泥塑活动游戏化既符合小班幼儿年龄特点，
又能充分满足幼儿的内心需求，充分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流
露他们心中最真实的情感，在活动中体验游戏活动的快乐。

三、多元化情境手段
苏霍姆林斯基说：“不要使掌握知识的过程让孩子感到厌

烦，不要把他们引入一种疲劳和对一切漠不关心的状态，而要
使他们整个身心都充满快乐。 ”为了提高幼儿的活动兴趣，教
师在组织教学过程中应该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如游戏
法、操作法、观察法、实验法、点化教学法等。 这些方法会让静
止的内容变得有趣，它们形象、具体、生动、富有极强的感染力
和吸引力，深爱幼儿的喜爱。而利用故事、儿歌开展活动，是游
戏化情景教学的一种。

在泥塑活动过程中，可将语言渗透到泥塑活动中，把要塑
造的活动内容与主题编成一个小小的故事或者一首好听的小
儿歌，使得幼儿在轻松自由又愉快的气氛中提升自我的动手
操作能力。如上次泥塑活动《小鸭》，可以编创一首小儿歌以感
知小鸭的具体外形：

小小鸭子真可爱，
头小屁股翘呀翘，
扁扁小嘴吃虫子，
蒲扇脚丫啪啪啪，
小小的眼睛骨碌转，
看见地上小虫爬，
连忙摇摆把虫抓！
一首儿歌让幼儿既了解了小鸭子的基本特征，又告诉了

他们在操作过程中的步骤，让他们具体感知第一步要做什么，
第二步要做什么……在活动过程中，教师边念儿歌边示范。他
们显得很认真的样子———认真地看着，认真地操作着。很快一
个个生动、可爱的小鸭形象跃然板上。看着他们脸上那充满着
成功喜悦感的笑脸，我感受到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喜悦。

通过一年实践，学生一双双稚嫩的手里，蹦跳出一个个可
爱、童趣的造型。 它们安然地站在桌上、躲在瓶子里、躺在纸
上，就好像是一群机灵、可爱的小精灵，呼之欲出，就好像是它
们随时都会起来跟你热闹一番。 这是一群可爱的孩子给予了
它们生命，创造了精彩。

总之，幼儿潜力很大，但这种潜力的激发需要教师去引
导，耐心地启发，多多带幼儿观察、感知事物的变化，并将游戏
融入泥塑教学中，促进幼儿全面素质提升。而情景化教学正是
促进幼儿学习发展的一种特殊途径。 相信幼儿在情景化的泥
塑活动中，一定会玩出智慧、玩出创意、玩出精彩。

（昆山高新区鹿城幼儿园，江苏 昆山 2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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