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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xed ag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 mixed age education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and learning stages and form benign interaction, which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good peer relationship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ability.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early childhood art education activit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xed age pottery activities can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mixed age education, thus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comprehensive literacy. The paper takes mixed age education in ceramic art activ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hoping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mixed a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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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龄教育在陶艺活动中的实施策略
满敬惠

兰州新区第六幼儿园，中国·甘肃 安宁 730070

摘　要

混龄教育是当前幼儿教育的重要形式。进行混龄教育能充分发挥不同年龄与学段的幼儿的优势，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有助于
促进幼儿良好同伴关系的形成以及社交能力的提升。作为一种重要的幼儿美术教育活动形式，混龄陶艺活动的实施，能较好
地发挥混龄教育的作用，从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与综合素养提升。论文以陶艺活动中的混龄教育作为研究对象，希望能为
混龄教育的有效实施提出一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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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陶艺活动由于其活动过程的自由性以及创意性，受到了

很多幼儿的喜爱。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对于陶艺活动的诉求不

同，在陶艺活动中的表现也不一样。如何通过混龄教育，通

过不同年龄幼儿之间的活动互动，来实现优势互补的作用，

也就成为了当前广大幼儿教师需要认真探索的重要课题。

2 混龄教育概述

顾名思义，混龄教育是指将不同幼儿安排在同一个班级

中实施教育的活动。相较于传统幼儿教育模式而言，混龄教

育能真正打破年龄之间的界限，引导幼儿和不同年龄段的同

伴进行沟通互动，有助于相互促进。同龄编班的方式，会对

幼儿的成长造成限制，无法为其提供一个真实的发展环境。

在混龄教育当中，班级内部是一个更加真实的社会环境，有

助于突破传统教育理念的限制，增强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

间断性混龄教育和连续性混龄教育，是当前混龄教育的两种

基本形式。连续性混龄教育在实践中应用时会受到硬件设施、

师资力量和幼儿个性发展等因素的限制，因此在中国幼儿教

育中多采用间断性混龄教育，可以在不同的幼儿园活动中增

进异龄同伴的交流，有助于幼儿的高效化学习。通过以大带

小的方式，创造良好的活动氛围，真正达到共同成长的目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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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龄教育在陶艺活动中实施的作用

3.1 激发幼儿对陶艺活动的兴趣

陶艺活动需要一定的技能与知识，这对于小班幼儿而言

显然是一个挑战。在混龄游戏中，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可以

互帮互助，通过交流与互动更好地完成陶艺活动。对于大班

幼儿来说，帮助比自己年龄小的幼儿开展陶艺活动，有助于

其自信心的形成。对于中班或小班幼儿来说，能在大哥哥的

帮助下快速掌握陶艺活动的方法，也有助于其对陶艺活动参

与积极性的提升。在混龄陶艺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不同年龄

段的幼儿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感与成就感，从而更加愿

意参加陶艺活动，从而激发幼儿对于陶艺活动的兴趣。例如，

在一次混龄陶艺活动中，大班的幼儿非常热心的充当起了服

务者的角色，给予那些还不熟悉陶艺活动规则的幼儿进行规

则的讲解。在这个讲解的过程中，大班幼儿愿意将自己已经

掌握的陶艺知识积累呈现出来，并且在这种呈现当中获得了

满足感与成就感。小班幼儿与中班幼儿在通过大班幼儿的讲

解与指导，获得了重要的陶艺活动规则信息，他们在这个过

程中感受到了活动的乐趣，也学习到了活动的方法，从而有

助于幼儿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参与到陶艺活动当中，增强了其

参与陶艺活动的兴趣。

3.2 促进幼儿与同伴友好相处的能力

幼儿非常渴望良好的同伴关系，也很愿意获得其他小朋

友的信赖与认可。但是由于幼儿的表达能力有限，如何将自

己的友善情感表达与呈现给其他小朋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在混龄陶艺准备与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幼儿会产生强

烈的表达兴趣，愿意将自己对于陶艺活动内容的理解以及在

陶艺活动中的各种诉求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与教师以及

其他不同年龄段幼儿进行交流，或者是在活动过后将自己的

感想讲给其他小朋友听。通过混龄陶艺活动的开展，教师引

领幼儿将自己在活动中的诉求表达出来，及时、正确地传递

给其他小朋友，从而能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学习到如何表达

自己的善意，如何正确表达自己心中所想的，从而有助于提

高幼儿与同伴友好相处的能力。同时，通过混龄陶艺活动的

开展，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这样年龄大些的孩

子能对年龄小些的孩子产生照顾的心理，而且在活动中显现

出较强的组织能力，从而获得满足感与成就感。而年龄小的

孩子能在和比自己年龄大的孩子玩耍的过程中学习到很多的

东西。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认识新的朋友，促进良好同伴

关系的形成 [2]。

3.3 促进幼儿良好社会情感的形成

混龄教育实际上是对社会模式的一种模拟，可以使幼儿

提前熟悉和适应社会生活，为将来身心健康成长打下基础，

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有助于社会情感的形成。幼儿不

仅能在混龄教育中实现自我学习，掌握陶艺知识和操作技能，

而且能为他人提供帮助，感受助人的乐趣，为幼儿带来丰富

而多元的成长体验。在互相帮助当中，可以引导幼儿形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在他人的帮助下纠正自身的问题。尤其是针

对很多独生子女，在混龄教育中可以为其提供丰富的交流互

动机会，在和同伴的共同成长中获得快乐。陶艺活动也具有

一定的难度，很多年龄较小的幼儿在操作中往往遇到困难，

而通过年龄较大、经验丰富的大龄儿童的帮助，则能突破幼

儿发展的困境，增强其成长的自信心。幼儿同时扮演着“学

习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加快了幼儿的社会化发展 [3]。

4 混龄教育在陶艺活动中应用的问题

首先，陶艺活动的准备不足。教师未能对不同年龄段幼

儿的认知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调查与分析，在材料投放和活动

规则制定方面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在陶艺活动实施中往往出

现混乱局面，不利于幼儿规则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养成。同时，

也未能体现幼儿的主体性，在准备环节由教师一手操办，幼

儿在陶艺活动中的参与度不高。

其次，缺乏对幼儿核心素养的关注。教师只是教授幼儿

掌握陶艺制作的知识和技巧，未能对陶艺的文化内涵进行深

入挖掘，导致在教育教学中存在局限性问题，不利于幼儿核

心素养的发展。

最后，缺乏对幼儿的科学评价。无法针对不同幼儿在陶

艺活动中的表现和作品成果进行评价，导致幼儿对自我的认

知不够深入，无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快速成长。

5 混龄教育在陶艺活动中的实施策略

教师在混龄陶艺活动组织过程中，要提高混龄陶艺活动

的可操作性，就必须要针对不同学段幼儿的个性化发展进行

具体的指导，以更好地提高活动的针对性。

5.1 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分配不同的活动准备任务

对于大班幼儿，要提出更加具有自我创造性的材料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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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任务安排，并给予幼儿充足的准备时间，让幼儿在任务准

备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针对大班幼儿而言，

则可以使其带领小班幼儿共同开展陶艺制作活动，形成互帮

互助的良好风气。

对于中班幼儿来说，要从陶艺活动的步骤以及活动规则

认知等角度出发，引领幼儿对于陶艺活动有更加深入的认知，

为活动做好充足的准备。

对于小班幼儿来说，应该注重活动趣味性的设计，让幼

儿能感受到活动的有趣性，从而愿意去参与，带着积极的情

绪去参与。

教师应该与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进行交流沟通，了解他们

对陶艺的认知水平和真实想法，在以人为本理念下组织陶艺

活动的混龄教育，为幼儿的成长营造良好的园内环境和氛围。

在材料选择方面应该更具多样化和丰富性特点，通过趣味化

的陶艺材料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使其能主动参与到实践活动

当中。在活动规则的制定当中，应该与幼儿共同商讨，引导

幼儿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应

该认识到不同年龄段幼儿的个性发展特点，引导他们走向更

高层次的发展 [4]。

5.2 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进行审美情趣培养

对于大班幼儿来说，应该给予其充足的自由，发挥其主

动性与创造性，在陶艺的制作上起到示范性作用，以更好的

带动中班与小班幼儿。教师应该尊重大班幼儿的主体地位，

使其在主观能动性作用下自主完成陶艺任务，突破自我发展

中的局限性。肯定大班幼儿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创造力，深

入挖掘幼儿身上的闪光点和学习潜能。注重在陶艺活动中对

大班幼儿进行表扬，使中班幼儿和小班幼儿能以其为榜样，

增强参与陶艺活动的积极性。

对于中班幼儿来说，应该从其发现美与探寻美的视角来

做出引导，让幼儿懂得如何去欣赏陶艺，如何更好的掌握陶

艺活动的过程，在每一个活动阶段应该如何动手动脑，并帮

助其与大班幼儿以及小班幼儿之间构建良好的互助关系。教

师应该鼓励中班幼儿积极与大班幼儿交流活动，通过不断学

习来增长经验。针对不同的陶艺作品，也应该引导中班幼儿

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在灵感碰撞当中增强幼儿的认知能

力与审美能力。尤其是中班幼儿对一切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

应该尊重幼儿天马行空的想法，发挥幼儿的优势与潜能。

对于小班幼儿来说，应该从挖掘幼儿的审美潜力视角出

发，在陶艺活动中多关注小班幼儿的诉求，对于其遇到的各

种问题及时给出指导，并针对不同性格的幼儿为其安排相应

的大班与中班搭档，以调动其动手操作的积极性。同时，对

于小班幼儿在活动中的纪律性也要做好预设，以保障活动的

顺畅进行，培养小班幼儿的专注性。

5.3 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进行陶艺活动成果展示

对于大班幼儿来说，应该积极鼓励其通过语言以及肢体

的表达，将自己在陶艺活动中的收获呈现出来。这样不仅可

以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还能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引导

大班幼儿更加详细地讲解自己在陶艺制作中的思路和想法，

通过创作过程的梳理帮助幼儿进行总结和反思，吸取陶艺制

作中的经验教训，为将来高效参加陶艺活动打下基础。

对于中班与小班幼儿来说，可以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

通过照片、视频等形式将自己的陶艺作品呈现给大家，从而

让孩子们在展示成果的过程中回顾与感受自己以及其他小

朋友的表现，以巩固活动成果，提高陶艺活动的实效性。增

进大班、中班和小班幼儿之间的互动交流，通过划分合作小

组的方式，使其在小组内部进行互相评价，在取长补短的过

程中提高幼儿的综合素养，在角色转换当中承担起小组内的

责任 [5]。

6 结语

综上所述，混龄教育在陶艺活动中的应用，需要教师从

多个方面，多个角度来进行把控，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理念，

也是一种技巧，相信只要教师树立起正确的教育理念，在正

确的教育理论的引领下，找到恰当的适合混龄教育的有效策

略，就一定会让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绽放出无与伦比的绚

烂与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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