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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学泥塑教学的本土化研究
口陈艳

摘要：泥塑就是用泥巴塑造形体。而泥巴是农村最丰富的自然资源。笔者尝试充分利用农村泥土资源开展泥塑课堂教学，开

展凸显农村特色的本土化美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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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课程标准对开发本土化美术资源高度重视，并鼓励教

师大力开发地方性美术课程资源。对于农村来说，泥巴是最本

土化的资源。在农村开展泥塑教学是对本土资源的良好利用方

式。泥塑就是用泥巴塑造形体。笔者是一名农村美术教师，学

生都来自农村，对泥土有着特殊的感情。泥土是农村随手可得

的自然材料，学习泥塑对学生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学生在玩泥巴

的过程中能够体会雕塑的艺术魅力。

一、农村中学泥塑教学的资源优势

泥塑创作以其生动、活泼、有趣的艺术形式深受人们的喜

爱。把泥塑融入美术课堂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动手

能力。农村的生活气息、乡土气息和丰富的泥土资源为学生的

实践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素材。在农村中学开发泥塑课堂教

学，可充分利用农村特有的生活资源和泥土资源，有效地开展符

合农村学生实际的美术教学活动。农村的生产生活是学生最熟

悉的也是最感兴趣的，丰富的生活体验与积累是学生创作的源

泉。越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这样的创作难度就越低，更易于被

学生接受，有利于实施普及式的艺术教学，营造良好的泥塑氛

围，形成农村学校的泥塑教学特色。农村中学泥塑教学突破了

城市中室内美术教学的局限，把教室搬到室外，让学生自由取

材，学得轻松、快乐。

二、扎根农村实际，体现农村本土化特色

连云港市云台中学地处农村，泥巴随处可见，而且颜色和硬

度不同。为了让美术课堂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把泥巴变

成美好的艺术品，让学生在泥塑创作中获得成就感，笔者积极开

展泥塑教学。在教学中，教师应给予学生帮助和鼓励，使每位学

生都能体验到成功的乐趣，从而愿意动手、动脑，参与创造。泥

塑创作让学生从朴实的泥土中发现美，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结合的过程。农村泥塑教学可随形、随地、随时地自由发挥，自

主性得以保持和升华。把本土文化资源融入日常美术教学，促

进泥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使学生在农村文化情境中习得一技

之长，培养学生的美术素养，陶冶学生的情操。泥塑教学正是让

学生走进自然、感受泥土的芳香、体验成功快感的一种新的教学

内容。

三、尝试泥塑的装饰技巧，凸显作品本土化内涵

泥塑造型简洁、大胆夸张，不求形体逼真，着重情感传神，具

有生动有趣、余味无穷的装饰效果，有着浓郁的乡土味和淳朴的

美感，熔铸了民间文化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意识。泥塑的装饰

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学生在课余收集一些材料，如植物的根、茎、

叶、花、果实和形状各异、色彩斑斓的石头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

东西在装饰上很有用处，利用这些装饰材料可以做出很多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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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对作品进行个性化的加工处理，充分

体现泥塑之美。学生动手又动脑，领悟劳动创造的愉快，从丰富

的农村生活中吸取了艺术创作的营养。泥塑教学让学生的动手

能力、创造能力、想象能力得到全面发展，更注意观察周围的事

物。他们更善于对事物进行个性化的艺术处理，运用灵巧的双

手，采用各种造型手法，塑造了一件件稚拙而富有生命力的作

品，让泥巴在指间变成艺术作品。泥塑装饰教学给农村美术教

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充分体现了农村的本土化内涵。

四、泥塑教学让学生感受农村本土生活的美

大自然赋予农村山清水秀的优美环境，这是城里人可望而

不可即的财富。农村学生离不开泥土，用泥土表现生活，能够感

受生活的乐趣。学生根据农村的山水与生活中的线条、色彩、形

体等艺术形式，创造出可视的形象，表现自然和生活的美，从中

体会创作的乐趣。

农村有更丰富的生活源泉、表现对象、地方特色和人文资

源，有利于教师拓宽教学内容，让学生汲取更全面的知识，深刻

感受家乡的美丽与可爱，细心观察自然的壮观与伟大。当一团

团泥巴变成一件件漂亮的泥塑作品，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满足了

创作欲望和表现欲望。学生用泥巴塑造平时在乡村生活中的所

见所闻，体会创造美的乐趣，将泥塑融于美术学习。

结语

教师在泥塑教学中应充分挖掘学生的审美意识，让他们体

验泥塑的艺术魅力，给每位学生探索的机会和发挥想象力的自

由空间。取材乡土、立足农村，因地制宜地在美术教学中开展泥

塑教学，可凸显农村美术教学特色，充分利用农村教育资源，让

学生走出校园，放眼农村的广阔天地，挖掘农村特有的艺术资

源，把美术与乡土紧密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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