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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的心灵产生共鸣，那么，我们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正如有

人说过的那样：“十次说教不如一次表扬。”用一些激励性的语言进

行表扬，提高回答问题的梯度，如，“谁还能更完整的表述？ ”“你回
答得很好，能否在语言上更美一些呢？ ”

三、通过小组活动，培养学生合作探究的意识

我在低年级识字教学中，把孩子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都自

己起了喜欢的名字，如：“草莓组”“菠萝组”……学生兴趣盎然。 在

过去教学生写生字时，几乎是从第一个字学到最后一个字，学习上

没有难易之分，这样学习时间也长，学习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分组

后，相互合作，取众家之长，相互帮助，提高了学习速度和效果。
在学写生字时，先让学生在自己的小组内，几个朋友在一起合

作，要求小组长“代师传艺”，小组成员选择自己想学写的生字，说

一说它是什么结构，偏旁是什么，有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等，当这

个学生在说的时候，其他的学生都要认真听，看看有什么需要补充

的。 各小组都说完了以后，再由各组选出说得最好的成员，向全班

学生汇报自己的意见。这样，每个小组相互独立，又相互竞争，适合

于学生的年龄特点。这样一来，学生在自由学写生字时就会十分认

真，当别人在说时也会很仔细地听，并且给予一些合理的建议，这

样不仅使学生学写生字的积极性提高了， 而且培养了他们的集体

荣誉感，更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听话、说话习惯。
四、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低年级学生，活泼，好动，求知欲比较强，认识事物以简单、直

观、具体的方式为主。电化教学具有声音、图像、色彩、变化、文字的

独特效果，具有鲜明的表现力和直观的形象性，最能调动学生的

多种感官，唤起浓厚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知不觉地融入教学情

境中。
例如，学习“田”“水”“鱼”的字例时，就利用课件演示，生动形

象，易于学生接受。在书写例字时，利用课件演示，使学生更清楚直

观地看到了运笔的方法和书写的规则。 这样看得清，记得牢。

“给我一次机会，还您一份惊喜。 ”“我参与，我快乐；我自信，我

成长。 ”在参与中快乐，在快乐中幸福，在幸福中成长。 变苦学为乐
学，变乐学为会学，便会学为愿学，这就是杜郎口中的教学观。这也

是我们语文课堂所追寻的目标。 让我们由知识的传授者变为学习

的引导着、促进者，与学生共成长，与学生一起“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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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挖掘和提炼乡土文化中的泥塑教学资源
在乡土文化中有很多元素可以运用到泥塑教学之中，针对学

生创作对象来源的局限性，教师可以充分地利用乡土文化中所存
在的教学资源，对乡土文化中的教学资源进行挖掘以及提炼，让泥
塑教学进行的更加有效。 如，针对不同地方的文化，可以提炼出不
同的教学资源，例如，当地茶具比较出名，在进行泥塑教学时，教师
就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制作创意茶具，便于学生更好地进
行创作。

二、用乡土文化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
小学生在进行泥塑艺术的学习过程中，并不能很好地掌握制

作的流程，而且学生制作灵感来源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就
无法进行有效的学习和制作。而乡土文化是学生比较熟悉的文化，
如果以这样的制作参考物让学生进行创作， 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
激发学生创作的热情，因此，应该有效地将乡土文化与泥塑教学相
结合。如，学生都很了解并热爱自己的家乡，因此，在了解家乡乡土
文化的基础上，欣赏带有家乡味十足的陶泥作品后，学生急切地想
把他们心中的感受用黏土表现出来， 就很容易创作出带有家乡乡
土特色的作品，陶泥作品的欣赏既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同时也
激发了学生的创作和动手热情。

三、将乡土文化作为泥塑课程的载体
陶泥制作来源于传统的艺术， 而乡土文化是由传统文化不断

传承和延续下来的， 而且在乡土文化中有很多都以实物形式所存
在，这样的实物就可以作为陶泥制作的参考对象，通过实例，可以
更好地使泥塑教学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开展。 如，在进行泥塑教学
时，首先进行乡土文化的介绍，并对一些可以作为陶泥制作对象的
实物进行详细的讲解，然后再让学生进行陶泥制作，将乡土文化作
为泥塑课程的载体。

综上所述，泥塑教学是小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想象力以及审美能力，有助于学生更好的发
展，而泥塑艺术与乡土文化的结合，更有助于学生动手能力及审美
能力的提高，让学生在乡土风情中感受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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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美术泥塑教学与乡土文化的融合
文/徐蓓蓓

摘 要：小学教学是比较基础的教学阶段，对学生日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小学美术教学是一门比较重要的学科，可以
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审美观和审美意识。 美术教学中泥塑教学是比较基础的教学，可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想象力、立体
性，对学生更高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乡土文化是学生感受乡村气息的重要途径，可以加深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和理解。针对小学美
术泥塑教学与乡土文化的融合方法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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