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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雕塑课中的泥塑头像训练
文/孙 鹏

摘 要：在雕塑头像创作中，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与表现，是一个包含着多种因素的分析和综合的复杂过程。 在教学中，要使学生掌

握泥塑头像塑造的基本规律和科学的观察方法，并把握住人物对象的特征和精神，只有做到“形神兼备”，才可能创造出富于艺术魅力

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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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雕塑课中的泥塑头像训练， 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教学方
法，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其实，教学方法和不以为然，都不会影响
客观的自然存在，倒是影响着泥塑头像教学质量的优劣。学生开始
接触雕塑，第一课即是“泥塑头像”，所以，笔者认为：泥塑头像训练
的目的与要求首先是使学生了解人物头、颈、胸的解剖结构和形体
结构，掌握科学的观察方法与塑造方法，注意把握人物对象的颜面
特征和精神气质。

一、泥塑头像训练中解剖与形体结构的把握
泥塑头像的解剖结构首先要从头骨开始，根据人种的不同，它

在形体上有所区别，但在结构上是相同的。头骨里面重要的有几部
分构成：头盖骨、额骨、颞骨、颧骨、颧弓、鼻骨、上颌骨、下颌骨。 在
学习过程中，要对以上骨骼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了解了头骨以后， 接下来就要谈一谈附着在头骨基础上的肌
肉部分，首先是颞骨部分的颞肌，颞肌这个部分有时候我们容易忽
略它，因为它对造型似乎意义不是太大，对颜面的情绪影响也不是
太大，而且一部分被发际线所遮盖。但是这块肌肉对头部的游动是
非常有意义的，它协助咬肌做咀嚼活动，比如我们嚼口香糖时间长
了，颞肌部分就会感觉到疼痛，这就是它协助咬肌运动的原因。 颞
肌的下方为眼轮匝肌，它是围绕着眼球生长的，它的重要性在于它
是颜面活动和眼部的一些情绪、皱纹的产生的主导者。咬肌的大小
决定了人物的脸型的饱满程度， 鹅蛋脸与瓜子脸就是由于咬肌的
大小所形成的。 眉肌不是很大，但和人的情绪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比如说我们笑的时候，它是向外舒展的，当我们皱眉的时候，它是
向内聚集的。泥塑头像不仅是头部的训练，它还包含了头、颈、胸的
结构关系，头像训练我们是带一部分胸的，而连接和影响头、颈、胸
关系的这两块肌肉分别是胸锁乳突肌和它后面的斜方肌。 以上为
泥塑头像训练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肌肉， 在训练过程中要进一
步了解和掌握。

形体结构的理解从雕塑教学的某种角度来讲， 它的重要意义
要大于对解剖结构的理解。因为解剖它是“死”的东西，我们对照石
膏模型和解剖书可以做一个非常仔细、全面的了解。形体结构则不
然，比如我们刚学画的时候，一开始要分面，方的物体要分面，圆的
物体也要分面，为什么要分面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方法，它
的重要意义在于不管我们描绘或塑造什么， 我们都要把它看成一
个形体，这个形体必然由很多面构成。我们知道物体在三维空间中
的存在必然有上、下、前、后、左、右六个面，那么我们把头像如果要
做得非常有形体感、 雕塑感而且从形体的角度把握对象的特征的
话，我们不得不从形体的角度来理解它，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概括
理解一个头像它有几个面， 根据头骨自身的解剖结构来寻找到一
个科学的认识方法和面的一种分析方法， 这个是训练过程中的一
个重点。

二、泥塑头像训练的观察方法
学生开始接触雕塑，就直接进入到三维空间的艺术训练，观察

方法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最基本的最具有本质性的特
征从人的整体性来讲是基本的习惯、动作方式和比例关系。一个头
像对象特征的把握是他的基本的头型，基本的头、颈、胸关系。比如
人物剪影，没有那么多的细节，却能一眼就认出是谁。

以前上头像课的时候，有很多学生认为正面非常重要，正面对
着谁似乎谁占了便宜， 结果做到最后发现， 还是没有抓住人物特
征。 这就是没有整体地去塑造对象，只从面部着手，丢掉了整体的
大的关系。 这里要强调的是，任何角度都是极其重要的，做头像不
是做脸像。要做正面看侧面，多角度出发，塑造好整体，人物的形象
特征自然就出来了。

三、泥塑头像塑造的基本规律
这个基本规律其实是由前人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 它对大家

认识形体是有好处的。
1.三庭五眼
它是中国传统肖像中度量人物面部的基本法则。 是人的脸长

与脸宽的一般标准比例，不符合此比例，就会与所谓美的脸型产生
距离。“三庭”是指面部的长度大约等于三个耳朵或鼻子的长度，由
发际到眉毛，由眉到鼻底，有鼻底到下颌底，这三部分大致相等。
“五眼”是指面部的宽度大约与五只眼睛的横度相当。即两眼间的距
离大约等于一只眼睛的距离，眼角到耳孔之间的宽度，大约也是一
只眼睛的距离。 综合五只眼睛横着排列，与人面的宽度大致相等。

2.五岳
人的面部有五个突出部位，古人称之为五岳：额为北岳，鼻为

中岳，两颧为东、西岳，下颌为南岳。 北岳为人的智慧点，相传额头
大的人为智者，比如爱因斯坦、毛泽东、乔布斯等。

3.将无颈、女无肩
这里讲的是中国的古典审美方式。 古人认为武将是没有脖子

的，美女是没有宽肩膀的。 武将首先是肌肉很发达，脖子也很发达
很粗，这一粗就显得短，如果没有岂不是显得更有气势了？ 这就出
现了将无颈的说法。 美女的身材应该是比较修长的， 讲究线条美
的，如果肩膀太宽，看起来比较健壮，就失去千金小姐的气质了。

4.黄金分割定理
是由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所发现， 它侧重于从数学关系去

探讨美的规律，并认为美就是和谐的比例，按照这种比例关系就可
以组成美的图案，实际上黄金分割定理是一种数字的比例关系，即
将一条线分成两部分， 较长的一段与较短的一段之比等于全长与
较长的一段之比， 它们的比例大约是 1.618：1或近似等于 8：6的
关系。头面部也存在着这种关系，即从发际到下颏底和从下颏底到
眼外眦，从下颏底到眼外眦和从下颏底到鼻翼，从下颏底到口裂和
从下颏底到鼻翼，面宽度与眼外眦间距，口裂（口角间距）和鼻底宽
之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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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泥塑头像的颜面特征与精神气质
颜面特征与精神气质在泥塑头像训练中的最高境界就是“形

神兼备”，而“形神兼备”则是肖像雕塑创作最为基本的审美准则，
同时也是方法论。 这要求我们在创作之前要充分掌握人物对象的
生活资料，对其颜面特征和精神气质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的消化，最终升华出形与神的个性特征，从而创作出“形神兼备”的
优秀作品。

以上谈的四个观点，肯定不全。 观点即局限。 局限与反局限恰

到好处地得到解决，或者有意识地夸大某点而忽略某点，是产生更
好的教学思路的保障。 历史不乏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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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新课程改革正在全省如火如荼地进行。 在这样的背景
下，我有幸于 2012年暑假参加了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省教
育厅、 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共同举办的美中友好志愿者中小学
英语骨干教师培训班。在培训中，我深切感受到中美课堂教学的差
异，学习到了新的课堂教学方法和理念。依据从这次培训中获得的
信息和经验，结合自己从事英语教学的实践，对中美课堂教学差异
作一比较，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中美课堂教学的印象和特点
中国的课堂教学任务过于细化，重视纪律在课堂中的地位，强

调整齐划一，以教师为主体，采用灌输式教学方式。课堂气氛是“一
言谈”，学生需要做大量的笔记，容易失去兴趣，知识结构单一，学
习被动。

美国的课堂如开讨论会，形散而神不散。课堂中提问与回答不
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采用启发式、引导式、方法教学。鼓励“群言
谈”，使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收获大，效率高。

二、中美课堂的差异
1.师生关系不同
从师生关系来看，我国素有“师道尊严”的传统，教师作为社会

的代言人、家长的化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这种师生关系具有
三个特点：（1）单向性。 教师授受，学生接受，师生间缺乏交流和互
动。（2）等级性。教师是统治者、支配者，学生是被动者、服从者。（3）秩
序性。 师生之间强调各种规矩和礼节，较为正式严谨。 美国的师生
关系更为民主平等，教师只是“平等中的首席”，这也体现了课堂管
理中教师与学生的双主体性。因此，美式课堂教学不是单方面地强
调学生尊重教师，而是主张师生之间彼此互相尊重。

2.课堂环境的设置不同
中国人口众多，教育资源紧缺，配置不均衡，人为地造就了许

多“大班额”课堂。桌椅体积小、面积窄，数量多，为节约空间只能安
排平行摆放。桌椅整齐，间距小，不能为学生提供活动的空间，将学
生制约在固定的范围内。 教室的用途只是为教师讲课，学生听课。
中国的课堂空间设计采用传统的纵横排列模式， 而美国的课堂空
间设计大多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矩形设计。 传统的排列适用于独
立的课堂作业、提问和回答，有助于学生将注意集中于教师，方便
教师进行集体教学。同时，学生更容易进行配对学习。但是，如果教
师希望鼓励学生多多交流、合作学习时，那么矩形式的空间设计才
是明智之选。 矩形式的空间设计更适合学生相互讨论、相互帮助，
能够加强师生以及学生之间的接触和交流。

3.学生的学习方式不同
中国学生的学习注重独立学习， 美国学生的学习侧重合作学

习。 传统的中国教育忽视学生课外的实践学习而过分重视学生课
内的学习。 学习中，强调独立：独立思考，独立完成作业，课堂上不
许与其他同学讨论。渐渐地，学生在学习中养成了不向他人求教的
习惯，倾向独自思考，自然也不与同学分享学习的成果，同桌间的
学习相互保守， 根本谈不上相互间积极的帮助。 而在美式的课堂
中，除学生在课内学习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培养学生
与他人的合作能力。多采用团队协作合作的学习方式，强调集体的
力量和作用，倡导在协作中有所收获，分享经验和感受，注重人与
人之间的互动，重视别人的不同意见和感受。

4.教师的教学方式不同
中国教师采取的总是“一言谈”模式的教学方式，教师的讲解

占去课堂绝大多数的时间，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做大量的笔记。 著
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对中美课堂教学进行比较后曾评价：“让学生按
部就班地，一项一项虚心地去学习，可以把很多有用的知识吸收进
去，有利于应试。 ”确实，在传统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教师
都是以讲授为主，方法单一，教师围绕教材展开课堂活动，每一个
环节都有教学任务，学生全盘被动接受，课堂上留给学生独立思考
的时间所剩无几。 长此以往，难以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思考
能力和创新能力。 美国的课堂教学方式以讨论课为主，鼓励“群言
谈”，教师总是帮助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学
生可以自由地发言，教师通过讨论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反过
来， 学生借助从老师那里得来的外界信息加上自己的理解从而得
出新的看法。在课堂中，如果师生对某一学生提出的问题发表不同
看法，使其进一步完善，逻辑性更加严密，就可以让学生获得多样
化的思维方式， 并且可以培养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养成虚心听取他
人意见、接受不同观点的习惯。

三、中美课堂教学差异带给我们的启示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美式课堂教学的优势，但是我们也不能全

盘否定我们自己的成绩，“取其精华”才是进行研究的目的所在。在
当前教育模式下，美式课堂教学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教学方法和理
念，对我们的课堂教学是一个有益的补充。要汲取美式课堂教学的
经验，更多地侧重“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营造民主、宽松的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率和效益。
（作者单位 甘肃省陇南市第一中学）

浅谈中美课堂教学差异
文/瞿 睿

摘 要：对中国和美国课堂教学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并从中美课堂教学的差异性提出对中国课堂的教学启示。
关键词：中美课堂教学；师生关系；课堂环境；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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