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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活动是深受幼儿喜爱的

活动之一，爱玩泥是幼儿的天性，

而正是因为泥土的特质，幼儿可

以发挥想象，按照自己的意愿，通

过简单的搓、揉、捏、团等技能进

行塑形和创造。泥塑是将幼儿的

想象力实物化的一个良好载体，

也是锻炼幼儿动手能力的一种良

好方式。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先天

就具有一种行为趋避倾向，即趋

向积极的情感体验，而自然地回

避消极的情感体验。幼儿尤其如

此，若幼儿在某种活动中能得到

快感以及获得成功的体验，那么幼儿则更愿意参加这类活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如何在泥塑活动中充分激发幼儿的兴

趣，使兴趣成为幼儿叩开泥塑艺术大门的敲门砖，笔者做了一些

思考。

一、以情境游戏形式开展，激发幼儿的泥塑兴趣

小班幼儿现阶段处于直觉行动思维阶段，教师可以根据小

班幼儿的心理特点，通过创设生动有趣的情境激发小班幼儿对

于泥塑的兴趣。教师可以借助情境化的语言表达泥塑的操作要

求，也可利用情境激励幼儿主动分享、交流自己的作品，多元化

地创设情境可以为幼儿泥塑提供更自由广阔的表现空间。因

此，游戏化的情境教学模式更容易让幼儿进入角色，在轻松愉快

的游戏中激发幼儿对于泥塑活动的兴趣。

如，在泥塑活动《好吃的香蕉》中创设“小猴来做客”的游戏

情境引发幼儿的兴趣。活动开始，教师神秘地说：“今天有一位

动物朋友来小一班做客，猜猜是谁？”幼儿顿时兴趣盎然，你一言

我一语兴奋地说开了。教师引出小猴，顺势问道：“小猴来做客，

你们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他？”自然地引出本次泥塑活动的制作对

象——“好吃的香蕉”。幼儿进入主人角色，兴致勃勃地为小客

人献上香蕉。教师正是通过创设游戏情境的教学模式进一步激

发了幼儿的参与兴趣，让幼儿在快乐有趣的情境中体验泥塑活

动的乐趣。

二、辅助材料的添加为泥塑活动增添生机

以下是对泥塑活动中幼儿兴趣表现的现场记录情况（表1、

2）：

从表中数据记录分析可知：在活动“小汤圆”中幼儿的兴趣、

注意力、主动性大部分低于平均水平；而在活动“糖葫芦”中幼儿

的兴趣高涨，注意力集中，参与活动的主动性强。从两次的活动

效果来看也是“糖葫芦”的教学效果更理想，原因如下。

两次泥塑活动“小汤圆”“糖葫芦”都是简单的动手技能练

习，“小汤圆”只是单纯地让幼儿练习制作圆球，“糖葫芦”则是添

加了辅助材料——小棒，请幼儿用橡皮泥制作圆球之后用小棒

串连制成“糖葫芦”。而正是因为辅助材料小棒的加入，丰富了

泥塑活动内容，也激发了幼儿的兴趣，可见泥塑活动中辅助材料

的作用之大。因此，在泥塑活动中，教师提供了各种辅助材料，

如火柴棒、硬纸片、小刀、小棒、果壳、种子等一切可利用的材料，

让幼儿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进行选择，这不仅能满足幼儿的

等级

人数

（%）

兴趣

积极

12

48

一般

8

32

差

5

20

注意力

积极

13

52

一般

6

24

差

6

24

主动性

积极

10

40

一般

8

32

差

7

28

表1

泥塑活动：小汤圆

表2

等级

人数

（%）

兴趣

积极

16

64

一般

6

24

差

3

12

注意力

积极

15

60

一般

6

24

差

4

16

主动性

积极

16

64

一般

6

24

差

3

12

泥塑活动：糖葫芦

小班幼儿泥塑活动兴趣激发策略
□黄思婷

摘 要：泥塑不仅可以锻炼幼儿的手部肌肉，而且能培养其观察力、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及审美情趣，因此在幼儿园开展泥塑

活动很有必要。然而小班幼儿年龄小、自我意识发展水平低，这决定了他们活动时的兴趣容易转移。文章通过研究归纳出提高小班

幼儿泥塑活动兴趣的四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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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和表现需要，而且有利于他们在探索中独立地获得学习经

验。

三、教师语言的巧妙运用激发幼儿的兴趣

小班幼儿的思维有具体形象的特点，形象化的指导语言能

帮助幼儿牢记操作的关键程序，使幼儿更加投入，让他们在轻松

愉快的游戏中掌握简单的技能，并能刺激他们产生兴趣，激发他

们动手的欲望。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指导时运用朗朗上口的儿歌，也能激

发幼儿的兴趣，使幼儿在简单易懂的儿歌中掌握操作要点。如，

泥塑“小瓢虫”可用儿歌教学：一份泥，分两半，一半大，一半小；

取大份，搓一搓，搓成圆，压一压，做身体；取小份，搓一搓，搓成

圆，做脑袋；再取小泥搓长条，做成腿。儿歌简洁地将一系列步

骤交代清楚，没有过多的言语。在第二次示范时，许多幼儿已能

跟着教师一起边念儿歌边练习泥塑了。可见，相比教师刻板、沉

闷、冗长的指导语言，通过儿歌教学，不仅能有效地使幼儿掌握

制作的要点，也增添了活动的乐趣，更符合小班幼儿学习的特

点。

四、在评价中增加幼儿信心，增强幼儿操作兴趣

小班幼儿年龄小，认知水平低，情绪容易受到教师的影响。

所以，积极鼓励的评价有利于幼儿对泥塑产生积极正面的情感，

使他们更加喜爱泥塑创作活动，更有创造的勇气和热情。

在一次特色活动中，泥塑的主题是“糖葫芦”。幼儿一听到

“糖葫芦”就显得十分兴奋，大家都抢着说：“老师，我吃过的，圆

圆的。”在笔者讲解制作步骤之后，幼儿一个个迫不及待，迅速地

拿起自己面前的橡皮泥，开始按照步骤一点点做起来。这时，笔

者发现一名幼儿坐在椅子上发呆，也不玩橡皮泥，便问他问什么

不做“糖葫芦”。“我不会，我不喜欢做。”他低着头说，似乎不想跟

笔者说话。笔者拿出一块橡皮泥，一边搓一边念着儿歌，他认真

看着笔者搓好了第一个、第二个“糖葫芦”。笔者对他说：“我们

一起合作，你搓第三个‘糖葫芦’，我搓第四个好吗？”幼儿接过笔

者手中的橡皮泥，一下就搓好了。笔者又让他搓了剩下的橡皮

泥，他都能又快又好地完成。最后，教师和幼儿一起将小棒插进

“糖葫芦”里。在活动的展示评价环节中，笔者将该幼儿的作品

展示出来，他的眼中闪出兴奋的光彩。

泥塑是我国传统民间艺术海洋中的一朵浪花，让幼儿接触

泥塑活动、参与泥塑活动，是对我国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

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笔者相信，教师只要善于引导，激发起

幼儿的兴趣，距离教学的成功就近了一大步。相信幼儿在泥塑

活动中，一定会玩出智慧、玩出创意、玩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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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品有限公司合作，实现人力资源共享，企业工艺美术大师担

任学生的实训指导教师。学院专业教师下企业锻炼，为企业提

供技术服务。采取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将校内

教师培养成师傅，将莆田市寿山石协会、泰阳工艺品有限公司的

师傅转换为教师，实现“双师合一”。成立大师工作室，将传统教

学中的教师—学生关系，转化成现代学徒制下的师傅—学徒关

系。师傅采用小组授徒的形式向学徒传授技能，从而提高学徒

的动手能力。

六、建设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专业实训室，为现

代师徒制的实施提供真实的实践环境

学徒制的实施离不开广泛的实训基地。学院与莆田市寿山

石协会、泰阳工艺品有限公司共建实训基地，形成了人才共育、

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紧密型合作办学机制。为了培

养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按照“教室与实训室合一”的理念，泰阳

工艺品有限公司将原有的生产车间改建成集教室与实训室于一

体的综合性教学实训场所（教、学、做一体化），构建了集教学实

训、职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技术服务、科研生产于一体的多功

能实训中心，满足专业技能训练和社会培训的需要。此外，泰阳

工艺品有限公司按照实用性、先进性、可靠性原则，进一步投入

资金，完善宝石鉴定实训室、宝石加工实训室，把宝石镶嵌实训

室建成多功能实训室，成为教、学、做一体化的实训场所，为教师

开发实训项目及项目导向的产学结合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

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结语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的实施，让学生在

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实践，提高了其学习兴趣，增强了其学习的主

动性。现代学徒制突出了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使学生的动

手能力大大加强，也使大批的企业师傅、工艺美术大师加入教师

队伍，增强了教师团队的实力，也让学生为企业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的招工难问题。总而言之，宝

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的实施，有利于校企双方

共同参与、相互配合、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提高了人才培养质

量，使企业获得了更多符合企业需求的优秀员工，因而深受本地

企业的欢迎。运用这样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将为学校和企业

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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