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入光影创作创新儿童泥塑教学
——以《泥巴的影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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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泥塑教学中，局限于某

种技艺的学习或对某种创作对

象的单一摹仿的做法，是有违儿

童本有的创造天性的，也不利于

拓展孩子们的视野，还会限制学

生形象思维、空间想象力及动手

创造能力的发展，抹杀学生独特

的感受力和个陛化的表现力。在

一次泥塑课上，当笔者拿着一坨

未经塑造的泥巴从投影幕前走

过时，不经意间发现幕布上呈现

出狗的影像。现实中抽象的泥

巴，通过投影，怎么就会变成另

一个具象的形象呢?是否可以在

光影的帮助下，探索一种突破儿

童泥塑教学中技法造型局限的

题材，从另一角度开展创新，进

一步增强儿童对形象的感受能

力与想象能力，激发他们学习泥

塑的兴趣呢?基于这些思考，

表1浙美版美术教材中的泥塑题材

教材题材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第6册

第7册

第8册

第9册

第10册

第12册

人物 动物 瓶

威武的狮子

粘贴小动物

壶(奖杯)

甜甜的棒棒糖

泥娃娃 壶的聚会

泥塑大象

杂技表演 巨大的恐龙

生动的人物泥塑

夸张的脸

瓶子新生代

中国古代陶艺

建筑及其他

花式点n

蘑菇家园

塔

砖石上的雕膏

做做陶艺

墙

笔者改变了原有的教学思路，开展了《泥巴的影子》的

教学尝试，并采用了一系列培养学生形象思维、空间想

象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以及个陛化表现能力的教学

策略。

策略一：突破原有题材，新内容

模仿是泥塑造型的一种基础训练方式，可一旦它

成为唯一的手段，成为孩子们每次创作的绊脚石，就变

成了“灌输”，其结果是学生创造性思维及自由表达空

间被限制，主体性也会逐渐丧失。在原来的泥塑教学

中，儿童的造型是根据教师提供的命题，以模仿为主的

创作。浙江版美术教材中的泥塑课例便是一例(表1)。

图1 图2 图3

在具体教学时，教师虽然以人物、动物、童谣故事、

罐、瓶、盆等为主干内容，并注意各主干内容之间的交

叉互补，但久而久之，这些题材的创作会使儿童形成思

维定势。怎么才能通过光影媒介的引入，形成对儿童固

有造型思维的一种冲击呢?

古时，老祖宗就曾经借助灯光照射，用兽皮刻制的

人物隔着亮布演戏，这便是曾经盛极～时的皮影戏。但

其造型仍需要把皮革镂刻成所需的人物形象，与笔者

引入光影媒介的意图有所不同。再细查当代，发现英国

有位艺术家用垃圾创作过影像，那些不起眼的物品看

似杂乱地堆放在一起，竟然成了艺术品(图1至图3)。

这一点与笔者的思路不谋而合，做好的泥巴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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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一件有意义的作品，但看到的影

像却可以是—件有意义的光影作品。

至此，笔者将《泥巴的影子》这节课的

教学目标确定为：

1．通过观察实物外轮廓的形在

光源作用下构成特殊的影像，感受光

影的奇特魅力，了解三维空间(泥巴

／I—J一『 ■_-
所创造的立体形象)向二位空I司(影子)的转化。

2．通过欣赏和动手制作泥巴影像，培养学生的空

间感知能力和外轮廓形的把握能力，进一步学会泥巴

的添加和减少的方法。

上限：能力强的学生能够创作不同空间的影像作

品，尝试前后空间错位构成。

下限：能力一般的学生能够创作在同一空间的影

像作品。

3．增强学生对影像构成的感知理解，培养想象力

和审美情趣。

策略二：巧用思维定势，强兴趣

兴趣是学习美术的基本动力之一。美术课程强调

通过发挥美术教学特有的魅力，使课程与不同年龄段

学生情感和认知特征相适应，以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儿童在泥塑教学课的起始

阶段，就能尽快体验到造型活动的乐趣，那么对于推动

后期创作与表现，以及保持学习兴趣都无疑是一方良

好的推进剂。因此，教师需要在教学预设中，巧妙地引

藐思维冲突，激发学生学习的强烈兴趣。以陶艺高级班
学员(小学4—6年级在校生)为例，教师引入环节一：

教师出示泥巴做成的圆球，请学生思考：经过投

影，我们会看见什么?

学生纷纷举手：圆形。(图4)

教师：有不同答案吗?

学生安静。有两个人举手。

生1回答：可能是椭圆。

教师改变投影角度。屏幕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椭

圆”。

经过三到四年的陶艺学习，这些学生已经掌握了

捏塑法、泥条法、泥片法等几种基本的陶艺成型方法，

也学习制作了不同种类和造型的陶艺作品。他们的想

象力虽然丰富，能够根据现有材料进行合理联想，但是

在20人的高级班学生中，有不同创意设想的仅占

10％。在这一环节中，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认识到：光

源照射的角度不同，形成的投影形状也不一样；更重要

日5圆柱体的正面投影 图6圆柱体的截面投影

的是打司邮艮制他们思维的框框。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

看，不同的事物之间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根据思

维定势所强调的事物间的相似性和不变性，当新问题

相对于旧问题，是其相似性起主导作用时，由旧问题的

求解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往往有助于新问题的解决。所

以，经过第一环节的思维创新，教师引入环节二：

教师出示泥塑圆柱体，请学生再思考：经过投影，

我们会看见什么?

生I：圆柱体。

生2：长方形。(图5)

生3：圆。(图6)

由于这两个引入环节在思维创新上具有相似性，

所以有助于学生尽快形成新的思维定势。事实上，受到

上一次改变光照角度的启发，学生的确设想出多种答

案，并且充分认识到：复杂的物体造型，投影成像的变

化会更丰富。像这样的思维碰撞，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

学生创作的兴趣。

策略三：丰富造型表现。求创意

艺术表现可以运用多种媒介进行创作活动来传达

观念、情感。儿童玩泥不同于书法、写字：给它样式照本

临帖，通过上百次，甚至更多次的重复接近完美的范

字。他们玩泥随意性很强；玩泥的过程，就是一次次演

变细化、不断求异求新的过程。《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

准(2011年版)》中也指出：“造型·表现”学习领域不以

单纯的知识、技能传授为目的，而要贴近学生不同年龄

阶段的身心发展特征与美术学习的实际水平，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造型表现活动。

笔者在儿童泥塑造型技巧上注重点拨，强调让创

作的过程更随性，减少“泥塑入门”后的束手束脚，让孩

子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与体验。

1．表现手法的逆向点拨

(1)添加(图7)

教师出示一个泥球，并在上面看似随意的添加泥

条。学生观察，经过添加，泥球在光源下形成动物影像，

再自己动手尝试：在事先准备好的泥球上采用添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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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7添加

图8减少
表2学生观蔡造型方法时的统计

顺序 观察结果 观察时的反应及发现

第一堆人物头像(图9) 惊奇：1经过投影．可以看到直接观察不能看

第二堆骆驼和人物肖像间变化(图1I))
到的物体2转换泥堆的角度，投影的图像也

会变化。3运用添、减方法，头像成型方法可

第三堆桥和镂空人物头像间变化(图11) 以不同

玉嘘遍注
方法，创作出一个具象实物，最后观察投影成像效果。

学生在1—2分钟内陆续创作出萝卜、乌龟、葫芦、

苹果、茶壶、米老鼠等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打

破固有思维模式，逐渐适应把立体造型转化成平面剪

影的思维过程。

(2)减少(图8)

教师出示一个长方形，用工具戳几个方形的洞，放

在光源下形成一座高楼的剪影。

设置本环节目的是让学生学习添加与减少的两种

技法，这两种技法在本堂课中非常重要。并让学生欣赏

几组不同技法的作品。

(3)综合运用

创新思维是创新实践和创造力发挥的前提。“授之

圃。⋯如№。m批酬。

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帮助学生

学习基本的成型方法后，更重要的是

要帮助他们学习灵活地运用这些方

法进行创作。为此，教师先后出示了

三堆看起来普通的泥巴，kk&-生观察

像什么；再把这堆泥巴放在光源前

面，让学生再思考，能把这堆泥巴变

成什么。(表2为学生观察造型方法

时的统计，具体过程详见图9至图

11)

通过三组不同成像作品的演示，

使学生思维视野更加广阔，呈现出多

维发散状，并且学生对泥塑表现手法

的综合运用也有了深一步的认识。

2．造型组合的空间透视

此时，学生掌握了一定的表现方

法，但独立构思仍显得空白，教师就

抓住这个时机再次进行不同成像技

能的演示。正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

发”，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适时点

拨，能化解学生心中的谜团，促进学

生思维进一步发展。

教师先向学生出示两幅一模一

样的小鸟影像(图12)。接着，出示完

全不同的两组实物：影像1(图13)为

小鸟的实物嘴巴、脑袋、身体，是连在

一起的；影像2(图14)为小鸟的实物

嘴巴脑袋、身体，是不连在一起、但有

前后顺序的。

通过这两组成型对象的比较，让

学生对三维空间的观察力、想象力及创造力等得到综

合性的锻炼，初步领会了要打破空间约束进行创新，但

是缺少形象感知的积累。所以，在学生创作前，教师出

示外国大师用废旧物品创作的大量影像作品图片，通

过名家多种材料的投影效果给学生带来视觉上强烈的

冲击。

在一次次思维的变式中，学生开始大胆创作，在作

品中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策略四：综合欣赏评述。重个性

在艺术作品中，最有意义的部分是技巧以外的个

性。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无论家长还是教师，都十分

注重孩子在泥塑学习中学到了什么东西，但他们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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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很单一，往

往是孩子会做什

么、做得像不像、

是否合乎规范，等

等。这种典型的结

果教育论忽视了

“欣赏·评述”的重

要性。在这个学习

领域，教学应注重

学生的积极参与，

努力激发学生的

主体意识，以多样

的教学方式，引导

学生掌握最基本

的欣赏方法，学会

多渠道搜集相关

信息，不断提高欣

赏和评述能力。

1．宽松氛围

图l 5

图16学生作品《钓鱼》 图17学生作品<烛台》 图18学生作品<骑马》

学生能否具有一定的对学习内容自主选择的自

由，是在课堂教学中实现创新教育的关键。在学生开始

创作之前，除原有工具外，教师为学生每人提供一块白

色KT板蜡烛，以供他们在创作中不断地对比、改进，

完善自我评价，对创作内容不做限制。学生可以在轻松

和谐的氛围中产生探究新知的兴趣，突破空间进行造

型组合，在自我表现的过程中增强自信，提高创新能

力。柔和的烛光，随性的泥塑，不断变化的影像，在高愉

悦度情绪启动的状态下，学生的创作兴趣大大提高。

(图15)。

2．个性自述

数、理、化练习题只有唯一答案；而泥塑作品难有

标准答案。就像人们阅读小说《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

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欣赏—件泥塑作品，表达

对事物的主观感受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

参加陶艺活动时，学生都会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思路、独

特的审美观来做自己的作品。虽然做的作品存在着这

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每件作品都会有自己的特别之处

(图16至图18)。创作完成后，笔者提议每位同学先在

小组中自述，再推荐到全班面前自述：展示成像的效

果，讲解作品的创作意图。在自我表达的过程中，作者

对作品的认识会更深一层。

3．交流赏析

泥塑是一门集实用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课程，因

此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当自己完成—件作品

时，总想给别人看，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交流赏析非

常重要。当学生完成作品后，笔者把他们的泥塑作品摆

放在陈列柜里，为他们提供展示自我作品及向他人学

习的机会。孩子们课后依然可以近距离地欣赏作品，发

表自己的见解。在与环境的交流、互动中，儿童可以感

受到泥塑艺术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拓宽视野，丰富想

象，定期举办陶艺作品展，更可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为他们持续学习陶艺创造良好条件。

反思与探索

大胆想象是艺术创作的必备条件。在灵感的触发

下，引入光影创作，使原本略显程式化的泥塑创作多了

—份情趣。由于光影成像的特殊性，本次泥塑创作的趣

味性大大增强，更能培养儿童的创新能力。在反复尝试

中，笔者始终坚持在教学中多角度地激发学生的灵感，

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在欣赏一创作一评

价的互动环节中让学生领悟到艺术创新的独特价值。

泥塑光影创作。是一次生动有趣、符合学生身心发

展特点的教学探究，它在一定程度增强了学生对形象

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在儿童泥塑

教学中，可以此课例为基础，设计出系列光影创作的题

材，也可以以此为契机，拓展更多创作的新题材新方

式，开辟陶艺教学的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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