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16 | 093

浅谈王场小学泥塑社团，泥娃家的建设及探究
王建平

徐州市王场新村小学校，江苏 徐州  221007

摘      要  ：   本文详细阐述了王场小学泥塑社团“泥娃家”的建设及探究的发展历程、教 学目标特色、教学策略及成果展示。泥娃

家作为传承泥塑艺术的平台，不仅注重技艺的传承，更关注孩子天性的释放与创造力的培养。通过寓教于乐的教学方

式，泥娃家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温馨如家、 充满创意的学习环境，激发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追求。 同时，

泥娃家还强调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促进学生间的交流与 合作，以及增强文化自信与乐观开朗的性格。本文深入分

析了泥娃 家的教学探究策略和成果特色，为同类社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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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achievement displays of the "Clay Kid's Home", the clay sculpture club at Wangchang Primary 

School. As a platform for inheriting the art of clay sculpture, Clay Kid's Home not only focuses on 

the inheritance of skills but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lease of children's natur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reativity. Through entertaining teaching methods, Clay Kid's Home creates a warm and cre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inspiring their love for life and pursuit of art. At the same time, 

Clay Kid's Home also emphasizes drawing creative inspiration from life, promot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udents, and 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an optimistic and cheerful 

personalit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exploration strategies and 

achiev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lay Kid's Home, offering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insights for similar 

cl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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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艺术教育作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泥塑作为一种古老而又充满活力

的艺术形式，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是培养孩子们观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手段 [1]。王场小学泥塑社团“泥娃家”

应运而生，它以独特的教学理念和丰富的教学活动，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艺术世界的大门。本文旨在通过对泥娃家的深入剖析，其

在传承与创新方面的实践经验与成果。

一、社团简介

在王场小学的众多社团中，泥塑社团泥娃家无疑是一个充满创

意与乐趣的角落，它是一个神奇的大家庭，吸引着无数小艺术家们在

这里探索、创造与成长，感受泥塑的魔力走进泥塑社团的教室，一股

泥土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泥塑工具和半成品

的泥塑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憨态可掬，如憨笑的弥勒佛、活泼的小

兔子；有的则形态各异，充满了孩子们的奇思妙想。泥塑，这种古老

而又充满生命力的艺术形式，在孩子们的手中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2]。

更是一个以探究培养学生艺术兴趣、提升动手能力、传承泥．.塑文

化为宗旨的课外活动组织。社团成员们通过亲手制作装饰学校校园的

泥塑作品，感受泥土的温润与变化，体验泥塑造型艺术的魅力与乐趣

是泥塑作品娃娃的家更是玩泥巴孩子们“泥娃家”[3]。

二、“泥娃家”泥塑社团教学目标特色探究

1.“泥娃家”泥塑社团，传承泥塑艺术。

泥塑作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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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底蕴。泥娃家致力于将这一传统艺术形式传承给下一代，

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4]。

泥娃家不仅注重技艺的传承，更关注孩子们性格的培养。通过参

与泥塑活动，孩子们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树

立了自信乐观、开朗豁达的性格品质。同时，他们也更加珍惜和

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 [5]。

2.“泥娃家”泥塑社团，顺应孩子天性，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

孩子们天生对泥土有一种亲和能力，因此对泥塑造型充满好奇心和创

造力，泥娃家充分尊重并顺应这一特点，通过泥塑活动激发孩子们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他们在自由发挥中体验成长的快乐。从生活中寻

找艺术的创作源泉 。泥娃家鼓励孩子们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从生

活中汲取创作灵感。通过引导孩子们关注身边的人和事，激发他们的

创作热情，将生活中的美好瞬间转化为泥塑作品 [6]。

3.寓教于乐，“泥娃家”泥塑社团是泥塑教师、学生的快乐大

家庭。

泥娃家注重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通过游戏化的教学方式

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同时，教师们也像家长一样关心孩子们

的成长，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支持。通过泥塑活动，孩子们学会了

用艺术的眼光审视世界，用泥塑的语言表达情感繁忙的学业压力下，

泥塑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放松身心、释放压力的空间。通过触摸柔

软的泥巴，学生们可以忘却烦恼，专注于创作，从而达到心理放松的

效果 [7]。在泥塑社团中，教师不仅是技艺的传授者，更是学生们心灵

的导师和伙伴。他们耐心指导、悉心关怀，与学生们共同探索泥塑的

奥秘，分享创作的喜悦。这种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让学生们感受到

来自教师的温暖和关爱，也让他们更加信任和尊重教师。同时，学生

们在创作过程中也会积极向教师请教、分享自己的想法和作品，这种

双向的交流与互动进一步加深了师生之间的情感联系和情谊，帮助学

生转移注意力，减少焦虑情绪，对缓解学习压力具有积极作用。泥娃

家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泥塑技艺的地方，更是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快乐

大家庭。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归属感，与志同道合

的伙伴共同探索艺术的奥秘 [8]。

4.“泥娃家”泥塑社团，促进交流与合作。

泥塑创作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需要团队合作与交流的

集体智慧。“泥娃家”泥塑社团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与交

流能力，通过组织小组合作、作品展示等活动，让孩子们在互动

中学会沟通、学会合作。泥娃家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通过组

织小组合作项目、开展交流分享会等活动，促进孩子们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在共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孩子们学会了沟通、协作

和分享，增强了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 [3]。

三、“泥娃家”泥塑社团教学策略

“泥娃家”所采用的教学方法策略，通过四个主要阶段的教

学活动，旨在培养学生的泥塑技能、艺术创造力和文化素养。从

生活实践出发，逐步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再到技能拓展与项目实

践，这些策略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学习体验，也为学校的文化建设

贡献了独特的艺术成果。

1 生活化启蒙，基础手法与形态练习。

在泥塑学习的初期教学内容设计，“泥娃家”社团选择从学生

最熟悉的生活场景入手，通过用塑泥造型，制作面条、团子、花

生、豆子饺子、饼子等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引导学生接触简单并

熟悉塑泥材料。这一过程中，学生将重点练习搓、揉、按压、捏

等基本泥塑手法，并逐步形成泥团、泥条、泥饼、泥柱等基本形

态的认知和制作能力。教学效果与意义，生活化的教学内容不仅

降低了学生的学习门槛，还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通

过亲手制作生活中的食物，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感受泥塑的乐趣，

同时逐步掌握泥塑的基本技能，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2.传统文化融入，造型艺术进阶。

学生在掌握基础技能后，“泥娃家”社团开始引入具有传统

文化特色的泥塑形象，如北京的兔爷、陕西的泥猴以及惠山福娃

等。这些形象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

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来源。教师首先通过讲解和展示相关资料，让

学生了解这些传统文化形象的背景、特点和意义。随后，学生开

始模仿创作这些形象，并在教师的指导下逐步掌握人物和动物的

圆雕塑造技巧。在模仿的基础上，鼓励学生进行创新设计，融入

自己的想法和创意，使“泥娃家”作品更加生动有趣。

3 技能拓展，陶制品制作。

学生学习了实心圆雕泥塑，在圆雕泥塑技能的基础上，“泥

娃家”社团进一步拓展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学习制作陶罐、空心

的陶制动物和人物等更复杂的作品。这些作品要求学生具备更高

的泥塑技巧和空间想象力，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空

间。在教学实施与指导，教师详细讲解陶制品的制作原理、步骤

和技巧，并进行示范操作。学生动手实践时，教师在旁指导，确

保学生掌握正确的制作方法和技巧。同时，鼓励学生尝试不同的

造型和装饰手法，使作品更具个性和艺术性。

4.项目实践，为学校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在学生掌握一定的塑泥方法后，“泥娃家”社团根据学校文

化建设的需要设定项目任务，如创作适合学校环境建设的泥塑作

品。这些作品的主题可以包括“课间 10 分钟”、“节约用水”、

“漫游太空”等与学校文化建设紧密相关的内容。针对学生在创作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教师进行个别辅导和解答。同时，鼓

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团体合作，相互帮助，创作

出既符合主题要求又具有个人特色的泥塑作品。完成作品后，组

织成果展示活动邀请全校师生参观并评选优秀作品。通过展示和

评选活动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同时也为学校的文化建设

增添了独特的艺术元素。王场小学泥塑社团“泥娃家”的教学方

法策略以生活化启蒙为基础逐步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和技能拓展内

容最终通过项目实践为学校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9]。

四、“泥娃家”泥塑社团成果特色

1.为学校社团注入新活力，丰富内容层次

“泥娃家”泥塑社团成果展示活动，如同一股清泉，为王场

小学的社团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展示社团成员们在不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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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不同难度下完成的泥塑作品，不仅展现了社团成员们扎实的

技艺基础和不懈的努力，更体现了社团活动的多样性和层次性。

这些作品涵盖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具象到抽象等多种风格，为学

校社团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吸引了更多学生的关注和参与。

2.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促进全面发展

泥塑创作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对学生心理健康的

积极影响不容忽视。在创作过程中，学生们需要倾注情感、发挥

想象，这种心灵的投入有助于他们释放压力、调节情绪。同时，

完成作品后的成就感也能极大地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

感。因此，“泥娃家”的成果展示活动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培养

其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为学校文化建设增光添彩，提供艺术瑰宝

“泥娃家”泥塑社团泥塑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

涵，成为了学校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次展示活动中展出

的泥塑作品，无论是从设计构思、制作工艺还是艺术表现力上，都达

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些作品不仅美化了校园环境，提升了学校的艺术

氛围，更为学校文化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作为学校艺术

教育的结晶和学生才华的展示，将成为学校永恒的艺术瑰宝。

4.搭建展示平台，彰显学校艺术教育成果

“泥娃家”泥塑社团成果展示活动还为社会和家长提供了一个

全面了解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机会。通过展示学生们的泥塑作品，

不仅让社会看到了学校在艺术教育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更让家长们

深刻感受到了孩子在学校艺术教育中的成长和进步。这种展示和交

流有助于增强社会对学校艺术教育的认可和支持，促进家校之间的

沟通和合作，共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五、“泥娃家”泥塑社团的未来展望

1.加强学生创作合作、交流，共创大型泥塑作品

展望描述：为了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创造力，我们计

划鼓励学生共同参与大型泥塑作品的创作。这些作品可以是生动

的场景再现、富有故事性的主题创作，通过集体的智慧和努力，

将泥塑艺术推向新的高度。如，项目制学习：引入项目制学习方

式，让学生围绕特定主题（课间 10 钟、云龙山庙会）或故事进

行创作，通过分工合作完成大型泥塑作品；创意工作坊：定期举

办创意工作坊，邀请专业艺术家或教师指导，激发学生的创作灵

感，提升他们的泥塑技艺；增加展示与交流：为完成的作品举办

展览或比赛，让学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成果，同时促进与其他社

团或学校的交流与学习。

2.结合现代智能教学，拓宽学习渠道。

展望描述：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将充分利用现代智能教学

手段，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学习资源。通过观看教学视

频、利用智能创作工具等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泥塑技艺，

拓宽他们的艺术视野。

实施策略：在线课程与资源库：建立泥塑在线课程平台，收

录优质教学视频、教程和案例，供学生自主学习；智能创作工

具：探索并引入适合泥塑创作的智能工具或软件，如 3D 建模辅助

设计、色彩搭配建议等，提高创作效率和质量；互动交流平台：

建立学生互动交流平台，让他们可以分享创作心得、交流经验，

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10]。

3.走出校门，感受艺术魅力

展望描述：为了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泥塑艺术的历史、文

化和技艺，我们计划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观博物馆、艺术馆等

文化场所，感受古代艺术雕塑的魅力。同时，邀请民间传统艺术

艺人进课堂，让学生近距离接触和学习传统技艺。

实施策略：实地参观：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徐州展览馆等文化

场所，观赏古代艺术雕塑、现代艺术品等，感受艺术的魅力。艺

术家进课堂：邀请具有丰富经验和技艺的民间传统艺术艺人进课

堂，为学生现场演示、传授技艺，让他们亲身体验和感受传统艺

术的魅力；文化交流活动：与其他学校的泥塑社团或艺术团体开

展交流活动，共同举办展览、比赛等活动，增进友谊、互相学

习；综上所述，王场小学泥塑社团“泥娃家”的未来展望充满了

无限可能。通过加强学生创作合作、结合现代智能教学和走出校

门拓宽艺术视野等举措的实施，我们相信“泥娃家”将能够培养

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艺术素养的优秀学生，为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一名王场“泥娃家”泥塑社团的教师，我希望“泥娃

家”的未来发展及探究展望充满了无限可能。通过加强学生创作

合作、传统文化结合现代智能教学和走出校门拓宽艺术视野等举

措的实施，我相信 “泥娃家”泥塑社团，将能够培养出更多具有

创新精神和艺术素养的优秀学生，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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