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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由重庆市美术家协会、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术委员会主办的重庆市少儿美术

特色示范学校、少儿美术特色区（县）授牌仪式中，我校被受

牌为重庆市少儿美术特色示范学校。在2010年创办至今的六年

泥塑教育教学活动中，我校泥塑教育教学工作得到市教科院、

市美协、区教委、区妇联领导和我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及长江师

院市级重点课改组的专家引领，通过泥塑组教师潜心的探索和

实践活动中，泥塑教育教学工作取得的经验与成绩再次将工作

推向了新的台阶。我校自创建以来非常重视特色学校的建设，

为挖掘校本资源，始终坚持“国家课程校本化、校本课程乡土

化、乡土课程特色化”的发展思路，依托地方资源，打造“以

泥塑人”特色教育，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想

象能力和创造能力。校长表示，通过开展泥塑项目活动，不仅

让孩子们学会塑造实实在在的“泥人”，更要把自己塑造成品

行高尚的“生活人”。近年来，学校建设稳步推进，特色文化

建设凸显成效。

一、营造氛围环境育人

学校对泥塑项目的大力推进，激发了全体学生的创作热

情，开辟了学生艺术创作的新天地。学校在每年6月的“校园文

化艺术节”活动中会对学生的泥塑作品进行展示和评选，还开

辟了泥塑陈列室和“艺术长廊”，用学生自己的艺术作品来装

饰教学楼道，走进学校，一眼就能看到教学楼、综合楼等走廊

上陈列的泥塑作品、悬挂的泥塑作品KT展板，立刻让你感受到

泥塑的气息，领略到泥塑的魅力；走进教室，各面墙上的文化

布置处处能找到泥塑作品的影子，为了更好地为孩子们搭建创

作才能的平台，校园网特别开辟了泥塑特色教育栏目，不断展

示着学生的泥塑新作品和更新扩充的泥塑知识内容。这些构思

巧妙的泥塑作品和别致用心的校园布置，不仅给人以视觉上的

美感，更突显了学校的办学品位和办学特色。

我校坚持重视“环境育人，精神熏陶”的文化建设，每学

期开学的时候，都会对宣传窗、文化走廊等地方的布置进行调

整，对各班、各办公室、各专用室的的文化布置进行评比。此

举不仅培养了师生的动手能力，美化了学习环境，凸显了学校

的育人情调，还无形之中取得了良好的精神熏陶。

二、立足课堂享受乐趣

我校有一支热心泥塑教育、能认真带领学生开展泥塑教育

活动的专职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方式，形成

泥塑教育特色的教学风格。在安排教学内容时，都会根据班级

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学生能力发展的规律，尽量使每个学生都能

受教于其中，美育于其中，也玩乐在其中，真实地感受泥塑创

作带来的无穷魅力！

玩泥游戏，激发兴趣，让学生尽情地玩泥巴。在“过家

家”式的“泥巴游戏”中，激发学生学习泥塑的兴趣，打开泥

塑艺术之门，引导孩子对泥塑这门传统艺术的学习激情。

从生活实际出发，提高兴趣。授课的内容主要以“泥塑

在我身边”为主题。指导创作出来源于生活的工艺品，让学生

体验到泥塑在生活上的独特作用，从小培养学生独特的审美能

力，从内心激起学生对泥塑的真正喜爱。

由易到难，造型组合。塑造简单的单个形体，从最简单的

物体入手，让学生掌握单个形体的基本捏法。先练习揉圆的技

能，再练习搓成条状的技能，之后在揉圆后再练习压扁。等到

孩子们对泥塑的简单手法掌握了，尝试能将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基本形体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新物体，能表现出物体的基本

部分和主要特征，并配上一个动听的故事。如获奖作品《榨

菜之乡》、《重庆火锅》、《老师，我爱您！》作品中的手

法运用及独特造型，充分体现了孩子们对家乡的热爱和向

往，通过这样主题性作品的创作活动，可以不断提高动手制

作能力、锻炼形象思维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更培养了学生

对生活的热爱情怀。

泥塑与绘画相结合。对于比较简单的，可以先画后塑，

比较抽象概括或者比较复杂的，可以先塑后画。当然，对于有

些泥塑，还可让学生直接在上面画。通过这样的交替综合练习

后，提高绘画、泥塑技能，大大锻炼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发

展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三、搭建平台推进教育

为把“泥塑”进一步建设成为学校精品课程，在2015年9

月，学校改进了泥塑工作室，多方筹资十几万元的泥塑设备和

基础设施的教育经费投入5万元，为今后泥塑教学新领域的拓展

有了硬件保障。10月27日，区委书记领导一行专程来我校泥塑

室调研，亲和地与老师和孩子交流，赞许我校走特色课程思路

的前瞻性，希望继续做好示范推动的作用，带领着本区美术教

育教学的新的发展。

学校还邀请市、区级专家对学校泥塑特色项目的建设进行

可行性论证和发展性研究，逐渐提炼并形成学校“传承文化，

以泥塑人”的特色教育理念。这一特色教育理念，旨在让学生

在参与泥塑创作的过程中，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动手

实践能力，整体提升学生的审美素质。

学校以点面结合方针开展泥塑活动，即全面性和重点性相

结合。全面性即每周开展一课时的全校泥塑活动，要求全体学

生人人参加，并且个个有泥塑作品，班班有泥塑能手。重点性

即成立校泥塑兴趣小组，每周定期开展兴趣活动，培养泥塑新

苗，发挥学生特长，并由美术老师负责指导，同时在平时的美

术教学中也时刻渗透泥塑特色教育。

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动手能力、思维能力和合作能力，学校还组织学生进行泥

塑现场制作比赛、现场观摩活动和观赏辅导老师的悉心指导，

在全体学生的努力下，学校的这项活动迈上了新的台阶，逐渐

走进泥塑   彰显特色
——重庆市涪陵区浙涪友谊学校特色课程之泥塑教育略记

秦  霞 
（重庆市涪陵区浙涪友谊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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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大力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当下倡导

的教育是人人获得一样的教育——均衡教育。而农村体育发展

的不均衡也是当下最主要的问题之一。这些问题也制约着农村

小学的体育发展，从而滞后了农村体育教育的发展步伐。我作

为农村小学的一名体育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农村小

学的体育教学。

一、农村小学体育教学现状

（一）缺乏场地

农村小学现有的器材场地远远不能适应当前新课改的要

求，体育场地较小。一个学校，有18个班，800多学生，全校只

有一个篮球场，一共600平米。几个班同时上课时，密密麻麻的

是学生的身影，哪里还能腾出场地开展活动，也无法让学生得

到充分的锻炼，这样的情况就会导致体育课上课的内容单一，

以至于教师激发不了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也不可能腾出场地

开展活动。现在体育设施是齐全的，没有地方安装，堆放在那

里“睡大觉”，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体育课的开展。

（二）师资配备薄弱。

体育教师数量不足以及专业素质不高。我们小学体育教

师大多都是兼职教师，有班主任兼任的，有其他语数教师兼任

的，总之，不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难免在上课时力不从

心，甚至就连最基本的队形、步法、简单的技能技巧都无法传

授、训练。可想而知，要上好体育课，从何谈起？于是，体育课

上让学生打打篮球、捉捉迷藏、自由活动等就是很自然的了。 

（三）教育观念滞后、陈旧

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农村学校片面的追求分数，县级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以此来衡量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师的工作

水平。基于这一个思想，体育教育变成了农村学校教育中的附

属品。在学校、老师甚至学生的心目中，体育教育是可有可无

的，体育课的质量基本是无人关心的。遇到县里安排有体育赛

事项目，学校临时找几个学生，训练几天，就去参加比赛，应

对了事。

（四）家长对于体育教育认识的缺失和偏差

在农村，家长的主要思想还是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万般

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仍然占有主导地位，认为参加体育锻

炼就是在浪费时间，家长仍然愿意让孩子学习语文数学英语等

文化课，也不愿意让孩子参加更多的体育锻炼。

均衡教育下农村小学体育教学的问题及思考

孙泽骄
（重庆市梁平县和林镇中心小学）

形成了校园的特色活动之一。

四、整合资源展示成果

学校努力实现校园泥塑文化的积淀、传承和创新，推进学

校泥塑特色可持续发展。学校依托长江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师资

和教育资源平台，本着“资源共用、成果共享、共同发展”的

原则，联合开展校园周边乡村美术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课

题研究。将我校泥塑这一项目纳入市级重点教改项目《突显乡

土特色的乌江流域民间美术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主要基地。 

通过研究这一载体丰富学生生活体验，促进学生关注家乡变

化，激发学生热爱家乡之情，实现学生身心素质更好发展。高

校教育的有力资源，推动了我校也正在积极申报 “重庆市陶艺

特色教育学校”的工作！

泥塑活动的开展为孩子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提高了

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同时激发了学生的主体意识

和其它学科的学习兴趣，带动了我校“2+2”项目和第二课堂的

有效开展。学校根据师资状况和学生的喜好，组建了二十个兴

趣组，在每周四下午15：30—16：30活动。学生自主选择适合

自己的校本课程，掌握一项兴趣爱好或培养一技之长。通过多

方努力，学校把 “泥塑”特色课程为龙头，其它（葫芦丝、手

工绘画、合唱、科技制作、科技模型、田径、足球等等）校本

课程为补充的、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在学校举办的多次现场

会、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检查等活动中都得到高度赞扬。

在2014年4月23日重庆市美协、重庆市教科所调研我校泥

塑教学工作中，受到专家组、学术组的肯定和鼓励，在5月26日

重庆市美术馆的少儿美术特色实验校作品展览活动中，我校被重

庆市教科院、重庆市美协授牌为重庆市少儿美术特色实验校，受

到了区领导的肯定和《巴渝都市报》、《重庆晨报》等新闻媒体

的报道、宣传，经过师生的不懈努力与坚持中，学生的泥塑作品

多次在全国、市、区级各种展演、展览与评选活动中，多次荣获

一、二、三等奖项，部分学生的泥塑作品刊登在《重庆晚报》、

《巴渝都市报》、《少年先锋报》报刊中，在2016年7月4日，我

校再次成功授牌为重庆市少儿美术特色示范学校，为展示我区的

美术教育教学水平，提高我区的知名度做出了努力。

五、坚守特色推动发展

如今，泥塑课程特色教育逐渐成为我区教育文化的品牌，

越来越多的区内外领导和专家到我校观摩特色校本课程的开

展。自2010年10月我校因其独具特色的泥塑特色教育和成为重

庆市少儿美术实验学校以来，先后接待了重庆市区县百名校长

考察团、各区县美术骨干教师团、涪陵区委、区政协、区教

委、区妇联领导团队、以及各兄弟学校600余人次，充分发挥着

我校特色课程的辐射示范作用。

文化是一种魅力，每个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学校

文化是学校生命所在，泥塑文化建设是我校发展内涵的目标，

学校特色建设的最终落脚点是将学校特色内化为学生素质。在

当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大背景下，我校将继续走内涵发展之

路，传承文化、锻炼技能、追求创新，我校泥塑特色教育定会

点亮着孩子们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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