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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依附于各种民俗活动，能影响

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审美观念，并构成一定的民族特征和气

质。民间艺术是世代传承的艺术，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巨变而依

然保留着悠久的民族文化特征和艺术形式，有的可与商周时代

的艺术相印证，有的可与汉唐时代的艺术相印证，有的可追溯到

新石器时代。“泥泥狗”就是十分罕见的民间艺术瑰宝，它是淮阳

太昊陵“人祖会”中泥玩具的总称，是原始图腾文化下产生的一

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又称“陵狗”或“灵狗”，被专家、学者称为“本

源艺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一些民

间艺术濒临消亡，这是不可挽回也无法弥补的损失。美术新课

程标准中提到要让学生积极参与文化的传承，于今更显其特殊

意义。我们必须要让下一代传承民族文化，让学生了解祖国深

厚的文化底蕴，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一、以综合活动的形式拉近艺术与生活的距离，为

“泥泥狗”创作作感情铺垫

生活是艺术创造的源泉。以狗为例，教师可以从学生的生

活体验入手，以各种方式拉近学生与狗的情感距离。教师可请

学生讲述自己所知道的关于狗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事情，如

自己家的宠物狗，学生个人所拥有的不同造型的玩具狗等，学生

可以从亲身感受入手谈谈看法并展开讨论。

教师介绍狗是在人类有意识的选择、驯养下，经过长期进化

而被培育成人类伙伴的种类庞大的动物家族，种类有猎犬、看守

犬、警犬、牧羊犬、玩赏犬、表演犬、赛犬、向导犬、科学实验犬等，

其中玩赏犬与人类的关系最为密切。教师可以请学生自己准备

一些关于狗的音乐或者影视作品（教师也要准备），师生一起欣

赏，一起画狗。

二、以自主探究的形式让学生直面“泥泥狗”，了解

“泥泥狗”

请学生以在网上查阅资料或者去图书馆、书店翻阅资料的

方式准备关于“泥泥狗”的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有的学生家里

有实物，可以直接拿到学校与其他学生一起观察，最后让学生以

调查报告的形式对“泥泥狗”研究作一次汇报，用自己的语言说

出对作品的看法。

“泥泥狗”的表现题材广泛，有天上的飞禽、地上的走兽等，

具有虚幻、神秘的造型特点。林林总总的怪异形体中有九头鸟、

人头狗、人面鱼、蟾蜍、蜥蜴、豆虫、蝎子等，还有多种抽象、变形

的怪兽复合体，共200余种。“泥泥狗”因其造型古拙荒诞，在众多

民间艺术中具有独特的魅力。

“泥泥狗”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方圆结合。方圆结合本身

就具备一种哲理性。淮阳“泥泥狗”一些造型的头部轮廓概括成

圆形，而身体处理成方形，四肢做成圆柱形或方块形。大方大圆

的结合，特征尤为明确，淮阳“泥泥狗”就是用最洗练的形态传达

最丰富的内涵。第二，稳中求动。淮阳“泥泥狗”的形态以稳重

为主，几乎没有过大的动势，在平稳中传递了一种内在的气势。

造型可以用“稳如泰山”一词形容，立地扎根坚固，不可动摇。这

种形态也象征能够长久存在，产生一种时空的永恒感。第三，直

来直去、斩钉截铁。淮阳“泥泥狗”的用线很有力度，挺拔且直来

直去，不拖泥带水，没一点做作，用点也十分果敢，铿锵有力，斩

钉截铁。

中国各地的泥玩具中白底色玩具较为普遍，而黑底色的玩

具较少。“泥泥狗”是一种黑色泥塑玩具，黑色上再施以红、黄、

青、白等色，色彩对比强烈而又不失和谐。它以黑色为基调，与

红、青、黄、白一起构成“五色”。“五色”则源于中华民族的“五色

观”，由来已久。其中，红、青色泽艳丽，白为明色，黄则为中和色

（现多用广告色或加品红），在黑色的包容中造型通体鲜艳夺目，

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三、以尝试性学习的方式大展身手，创作“泥泥狗”，

近距离感受“泥泥狗”

学生有了对“泥泥狗”的认识之后，教师应鼓励学生按照“泥

泥狗”的塑造形式，运用不同材料进行表现。如，塑造狗题材的

美术作品，既可以用泥塑（彩泥）的方法，也可以用纸工的形式。

真正的“泥泥狗”在制作上采用古陶画法，要经过捏、晾、上

色等诸多工序，一个“泥泥狗”制作时间一般要6至7天。学生可

以用学具袋中的陶泥捏出动物形状再涂上水粉颜料，或者用彩

纸粘贴的方式体验“泥泥狗”的创作过程。

四、以活动课的形式畅谈“泥泥狗”，发扬“泥泥狗”

文化

学生在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后就能激发出浓厚的学习兴趣，

这时就要尽快地付诸实践。可以把班级的窗台作为“泥泥狗”泥

塑作品的展示平台，在教室后方设置“泥泥狗”纸工作品的展示

平台，大家可以对“泥泥狗”作品及其未来创作提出设想，对如何

传承“泥泥狗”文化等话题进行畅谈总结。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在

实践中得到传承教育，又可以有新的拓展和突破，使学生在学习

“泥泥狗”融入小学美术课堂教学初探
□顾韵赟

摘 要：“泥泥狗”作为远古的民间艺术流传至今，其本质上是一种原始图腾文化的延续和拓展。它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中的一

种极为典型、罕见的艺术瑰宝，真实地记录了史前人类文化的轨迹，折射出民间美术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血脉关系。该文根据美术新课

标的精神，以浙美版美术教材四年级下册第七课《十二生肖》的教学为契机，探讨将“泥泥狗”文化融入美术课堂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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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最大的乐趣。

具体操作有：

⒈造型·表现之记忆画篇

如上文所述，在近距离接触关于狗的题材后，学生可以根据

同学和教师提供的狗的影像资料与关于狗的故事，大胆表现狗

的形象或者和狗相关的故事情节。

⒉造型·表现之泥塑篇

“泥泥狗”是一种民间泥塑艺术，它的制作材料是泥土。每

名学生的学具袋中有一块陶泥，这也为教学提供了便利，学生可

以随时准备好水粉颜料进行制作。在课堂上，学生可大胆发挥

自己的想象，进行动物形象的创作。“泥泥狗”的题材包括多种对

象，学生的可选性较大，创造能力能得以更好的发挥。学生捏好

坯，再阴干上色即可。

⒊造型·表现之彩纸粘贴篇

一味地模仿、再现不足以让学生对“泥泥狗”有更深入的认

识，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在积淀了一定的“泥泥狗”文化的精华

后，学生可以通过移情、变化重组等手法进行一系列创新。在材

料运用上，用彩纸配合水彩笔手工绘制，可以体现少年儿童质

朴、夸张、大胆的造型特点。在内容选择上，更多的是表现学生

感兴趣的“泥泥狗”题材。通过这一系列的创新，学生创作的“泥

泥狗”形象既有儿童画的特点，又不失“泥泥狗”原有的风味，既

体现传统的韵味，又具有新时代的风貌。

⒋设计·应用之海报宣传篇

“泥泥狗”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间艺术瑰宝，而它的现况

又不容乐观，因此，宣传它、保护它、弘扬它是很有必要的。学生

经历了探究活动，掌握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后，对“泥泥狗”文化也

有了客观的认识，这使宣传更有针对性。学生以制作海报的形

式宣传“泥泥狗”文化，也达到了良好的传承教育的目的。

⒌设计·应用之报刊篇

板报设计是美术课的教学内容之一，教师指导学生以报刊

的表现形式将自己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编、排版，并制作电子报

刊，同样可以完成传承教育。

学校美术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热爱

家乡的情感，让美术课堂成为传承传统民俗的平台之一，让地方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学习教育中绽放出绚丽之花，是对课程资源

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的一种体现，也真正实现了美术课程与学

生生活经验的紧密关联，使学生在积极的情感体验中提高想象

力和创造力。相关教育者应充分发挥课程资源的优势，使传统

民俗与学校的美术课堂教育互相浸润，强化学生对于本民族、本

地域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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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变得枯燥无味，还会导致学生对美术产生厌倦。在美术教

育工作中，教师要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更应注重学

生想象力、思维能力、创造力等多种能力的培养。

2.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应精心备课，采取灵活多样的教

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一旦对美术课堂有了兴趣，

就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从而主动思考、钻研所学内容，进一

步形成创造的动力。笔者经常会用水粉画一些校园附近的风

景，然后展示给学生看，特别是当给学生播放电视台为笔者做的

访谈节目时，学生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课堂气氛达到了高潮。

采用这种形式会让学生感觉到美术距离他们并不遥远，美术就

在他们的身边。此外，还可以通过装裱优秀的学生作业、精心布

置教室环境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可以使学生在欢乐、轻松

的氛围中学到知识。

3.基础知识与课堂教学并重

美术教学是学生对美术作品进行感知、体验和解释、评价的

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这一过程中，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会影响美术课堂的教学质量，掌握必要的基础知识有助于学生

审美素质和欣赏能力的提高。笔者通过多年的美术教学，对此

深有体会。有时教师讲得津津有味，学生却一脸茫然。忽视美

术基础知识的学习，缺乏对作品的形式要素的了解，会造成学生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难以掌握欣赏方法，难以形成和提高审

美能力。

结语

美术教育一方面能提高学生的美术欣赏能力，另一方面能

给学生提供美术技巧的训练机会。美术技巧训练是不可缺少

的，但不能作为美术教育的全部，否则就违背了美术教育的初

衷。美术教育的过程是学生全身心投入，既动手又动脑的过程，

它通过感知、思考、构思、分析、判断、比较、联想、创造等一系列

思维过程，锻炼学生发散思维的能力。同时，美术教育应重视学

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强调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并注重与其他学科

的关系，把美术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重视美术对学生的全面发

展所起的作用，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高中美术教育中，教育者应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高瞻

远瞩的发展观，在不断深化的教育改革中努力提升自己，让美术

教育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高中美术教育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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