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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泥塑过程中不仅能训练他们的视觉、触觉和动觉之间的配合，还可以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思维力和
语言能力，泥塑让创造在小朋友们的指尖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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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是我国古朴的民间艺术，流传至今仍被许多人所珍
爱。其魅力就在于它的可塑性强、想象空间大、艺术成分高。幼
儿园中的泥塑活动又是幼儿艺术活动中最具色彩鲜艳、形象逼
真、容易操作、幼儿喜爱的活动之一。在前苏联的着名教育家霍
姆林斯基说：“儿童的智力和才干来自他们的指尖。孩子们的手
越巧，就越聪明。”

一、创造浓郁的艺术氛围，形成良好的美术环境
创造浓郁的艺术氛围，形成良好的美术环境，它使幼儿接

受潜移默化的熏陶，加强视觉感受，培养幼儿对美的事物的敏
感性，引发幼儿对美的向往。例如，我们在陶艺室的门窗上贴上
陶艺题材的剪纸作品，在墙上挂上用中国结串起来的各种京剧
脸谱，贴上孩子们创作的陶艺作品的照片，而边上设置的陈列
柜则专门摆放幼儿的作品，并经常调。每次上泥塑课，小朋友一
进陶艺室，总要先参观一下陈列柜上的作品，因为那里说不定
就有他的作品。这学期结束时，有好多新生来我园报名，他们在
参观陶艺室时，禁不住发出“好漂亮好漂亮”的赞叹声，小朋友
忍不住用小手去摸摸，他们在这浓郁的艺术氛围中接受着视觉
的诱惑，引发幼儿对陶艺作品的好奇，对美的向往。

二、让幼儿在和谐宽松的环境中利用多种感官，从不同的
角度开展陶塑欣赏活动

在欣赏过程中我们事先给幼儿一定的时间进行独立的欣
赏，尽可能让他们畅所欲言，尽量不打断其陈述，充分发挥他们
的观察力，艺术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只有当幼儿需要帮助
时，才用启发的方式、提问的形式给他们以启迪，引导他们观
察、想象并进一步陈述清楚。如运用生动、平等的对话法，请幼
儿大胆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有一次在欣赏“彩陶旋涡瓶”的活
动时，老师先出示欣赏图片，提问：“这是什么？是花瓶？罐子？是
装水的还是装粮食的？”孩子们立即被这个陌生而奇怪的东西
吸引住了，在欣赏瓶上的花纹时，孩子们认为它“像风”“像电
扇”；最后有孩子认为“像水”，于是老师以此为欣赏切入点引导
孩子开始思考“为什么会用那么多种线条来表现水”的问题，感
受这些线条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含义。有了以上的感性和理性经
验，孩子们对泥塑已经跃跃欲试了，于是老师启发幼儿：“你会
创造出一种生活中需要的物品吗？怎样让你的作品真的能装东
西？”使他们带着这些问题与材料对话，并用陶泥来表现、来创
造。在对话时尽情引导幼儿，避免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判断，
鼓励幼儿发表不同的意见，提高幼儿价值判断水平和审美能
力。

三、活动中注重幼儿的自我表达和表现
每个幼儿都有自我表达和表现的需要，他们不仅用语言，

用声音和动作，也常用艺术手段，用自己的泥塑作品表现自己
的感受和内心体验。有这样一个实例：老师画了一座平房，要求
全班幼儿也画一座房子，叶哼画得十分认真、投入，但他并未按
老师的房子画，他画了一座看起来歪歪扭扭的楼房。当老师让
每个幼儿讲讲自己的作品时，叶哼带着一种满足感说：“这是我
设计的楼房，整座楼都是我们家，我住二楼，爸爸住三楼，妈妈
住四楼。”老师问：“你们一家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呢？”孩子回答：

“这样，我爸爸和我妈妈就不会吵架了，我也不用害怕了。”如果

按照以往的标准，这张画既不美也不符合老师的要求，但它却
是孩子真实愿望和情感的表露。老师从这件作品中看到了叶哼
的内心世界，发现他有着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造意识和
想象力。叶哼是在用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需求与感受，
宣泄自己的情感。老师肯定了叶哼的想象和表达方式，表扬他
画得好，教师的这种做法使幼儿的情绪得到了正当地宣泄，情
感得到了满足，有效地促进了其心理的健康发展。从这一实例
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师在正确观念指导下的良好教育行为实现
了艺术教育所要追求的最大价值。而泥塑活动符合幼儿思维具
体形象、富于想象、活泼好动的特点，能使幼儿从中获得极大的
快乐和满足。因此我们要努力创造条件，使幼儿在泥塑活动中
充分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表现自己的个性特点及丰富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

四、接纳幼儿的差异性、独特性和创造性
在泥塑活动中，幼儿的情感体验、联想、表现、表达是不同

的、多元的、可变的，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这种差异与幼儿的经
验、主观感受、体验有关。同时，不同年龄的幼儿发展的个体差
异也会使幼儿的艺术表现出现差异。教师要接纳幼儿的差异
性、独特性和创造性，使幼儿在艺术活动中体验到成功和乐趣。
科学的答案只有一个，而“美”的答案却有许多。其实每个幼儿
都是“画家”“雕塑家”，他们不是不会表达自己的心理感受，而
是不会按成人的方式来表达。如果我们允许幼儿按自己的方式
表达，他们就会无拘无束地发挥自己的想象，表达他们的所见、
所感。教师应该鼓励幼儿敢于在活动中表达自己的独特认识和
感受，培养孩子的信心和对活动的兴趣。

五、利用多种形式，让幼儿掌握一定的技能
首先要幼儿养成上课专心听讲的好习惯，这一点非常重

要。这和幼儿的观察力紧密相联。有时教师示范时幼儿却在那
摆弄工具，没有看到也没听到一些必要的操作技能，结果在自
己真的做的时候却什么也不会，乱弄一气。

其次，教给幼儿工具的使用方法，克服教师绝对权威，把教
师示范当作唯一的标准的学习方法，幼儿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
做法。因为幼儿的创造力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在他们对学习技
能有需要时去教。比如幼儿对陈列在柜子上的用泥条做成的花
篮很感兴趣要自己做，可自己几次尝试失败，教师可启发他们
用一大块平的泥板合在已做好的泥条花纹上，用小木刀粘好就
可以了。

最后让幼儿通过同伴间的分享、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提
高。幼儿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教师要充分认识和利用，
首先要理解童心，从儿童的角度去欣赏他们的作品，不追求完
美，赞赏幼儿的点点滴滴的创造。并提供机会让幼儿进行分享、
交流，使他们有更多的沟通，让他们在积极的轻松愉快的情绪
中提高技艺，提高艺术表现力，增强自信心。

泥塑活动的确可以让幼儿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造，按
照自己的意愿，动手捏造出自己喜欢的事物，但这些都要建立
在教师正确的指导之上，只有指导方式正确了，小朋友做泥才
会有突破，能力才会提高。让我们共同探索，充分发挥幼儿泥塑
教育的特有功能，促进幼儿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

泥塑让创造在指尖绽放
何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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