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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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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泥，是幼儿身体里的天性。论文通过幼儿园陶艺课程中的观察，引导幼儿在活动中养成良好的文化理解与传承能力，建
立审美观和开拓思维创造力，尝试沟通与合作，从陶艺出发，促进幼儿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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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会首次对外

公布了《21世纪核心素养 5C模型研究报告》，提出了“打

下中国根基，兼具国际视野”的培养方向。论文从文化理解

与传承素养出发，观察从血液里继承了这个玩泥特质的当代

儿童，并着力寻找一个“○”的开始。

2 “○”是起源，多方面探讨泥的故事

2.1 合适的泥，才是有用的泥

在实践中，幼儿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和我家楼下花坛

里的泥是一样的咯”“我用海边的泥巴建过城堡的”，这种

第一眼定论其实源于幼儿对陶泥的不了解。在现实生活中，

并不是所有从地里挖出来的泥都是陶泥，只有筛选过的，具

有良好可塑性的黏土才是实际意义上的陶土，最早的陶器是

手捏轮制模制等方法将处理好的黏土做成各种形状制作出

来的。

2.2 自然的泥，才是了解的泥

带幼儿了解陶泥的制作过程，先将幼儿进行分组实验，

从去除泥中的杂质开始，碾碎，过筛，清水冲洗，沉淀，反

复 5~6次后，呈现初步的陶泥。这并不代表陶泥已经制作

成功，在实验的后续还要用流水冲，让过筛后的泥随水流形

成自然的沉淀，最后沉淀下来的泥才可以称为陶泥。在整个

操作的过程中，幼儿发现沙土、腐殖土、沙土都不能制成陶

泥，只有在自然里挖出的土才有这个可能性。

3 “○”是选择，全方位支持幼儿实践

陶艺制作在中国的实践多是从小学开始，幼儿园的陶

艺课程一直没有一个系统的教学方向，一方面编著陶艺课程

的老师并不了解幼儿的实际水平，编著的内容更偏向小学、

中学等方向。另一方面传统工艺对于低龄幼儿来说难度较

高。而且不容易做出完整的器型，幼儿看到失败的作品容易

失去制作的信心。

3.1 技，要适合双手

从简开始为幼儿选择泥条盘筑这个最古老的制作方法，

泥条盘筑作为制陶工艺一直沿用至今，一般只需要揉搓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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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就可以，通过泥条盘筑甚至能做出器型硕大的储水用具。

泥条在揉制过程中需要双手合作且大范围地滚动，才能使泥

条浑圆均匀，而对于幼儿来说，无论是从小手肌肉群的发育

和动作连贯度都达不到这个要求。

在实践的操作中，发现幼儿对于搓球就已经有一定的经

验了，于是我们将泥条盘筑进行分支简化，由泥球代替泥条进

行搭建，只要能控制好每个泥球的大小，并利用幼儿平时在建

构区学习到的搭建技巧，便能较好地将泥球从平面垒成立体，

通过技巧难度的降低，幼儿在学习制作时更有信心。幼儿将

这种适合自己的陶艺技巧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泥球垒筑。

3.2 泥，要适合操作

幼儿在手部动作灵活度和手指手掌的配合度上远远逊

于其他学龄段的学生，且陶泥在空气中裸露过久就会水分蒸

发，需要操作者加水调和。而一件好的作品需要的是泥水得

恰到好处，所以需要寻适合幼儿速度的泥料。开始我们选用

的是市面上最常见的景德镇袋装陶泥——灰陶。灰陶的易处

是粘性较好，但是不易于上色，而另一款高岭土上色容易出

彩但是对于泥水之间的调配需要有更多的制作经验。本土的

湖底淤泥经过炼制非常适合幼儿手作。

3.3 色，要适合呈现

捏制，晾干，素烧完成后，作品出现，这时需要为幼

儿提供适合的色彩，开启渲染的流程。上彩可以买现成的釉

下彩颜料也可以将研磨的矿物质粉加入透明釉中调制，一个

简单快捷一个色彩丰富，幼儿对于这两种都非常欢迎。但是

在上彩的过程中幼儿书写能力的差异并不能较好的使用传

统的绘画工具，为此我们通过对艺术方式的分析和观看陶艺

创作的内容，为幼儿寻找到了更符合他们书写特点的格子画

色块绘制方式和符合幼儿线描画特点的点线绘制方式。色块

与点线的结合让幼儿的创作激情更加澎湃，更加热爱陶艺。

4 “○”是奠基，进阶式发展幼儿

幼儿的进阶式发展如图 1所示。

图 1 幼儿的进阶式发展

4.1 基础技巧的掌握

当代的艺术大师也在传承中纷纷创新，形成独具个人

风格的陶艺作品。但对于幼儿来说，应该从基础开始。

揉捏中触摸“○”

炼制后的湖底淤泥拥有一定的湿度，拆开包装的一刹，

那幼儿的手指与泥进行了第一次对话。幼儿有惊讶，有畏惧，

更多是对泥的好奇。第一课时是幼儿自由触摸、揉捏的过程。

从“○”开始，在揉捏中展现自己的想法与创意。教师的作

用在此时更多体现在艺术的点拨上，是文化践行的支持者。

组合中叠加“○”

自由的捏制是幼儿探索与创新的尝试，而在揉捏后也

需要提点幼儿组合的表现形式。在日常游戏中，幼儿已经对

叠叠放放有了一定的经验。在幼儿印象中，似乎泥的叠放也

该是如此。而在实际的操作中，这样的叠放容易使得作品“立

不稳，站不住”。这里就需要教师提供操作经验，将水带入

幼儿的思维模式中。新的思维方式能带给幼儿更多的创新方

法，并让幼儿对文化有新的了解。

抹平中链接“○”

通过对泥的揉捏、组合，幼儿在创作上已经敢于尝试，

然而单单的水与泥组合并不能让作品牢固的粘合，此时基础

制作中的“抹”将带给幼儿完整的制作体验。“抹”的动作，

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常有所见。但与泥有关的“抹”幼儿还是

“○”经验，教师需要逐个手把手带幼儿体验“抹”的过程，

熟练的“抹”才能完成创作。

4.2 基础创作的练习

从小到大

刚接触陶艺的幼儿在作品体量的考虑上也应该以小为

主，幼儿掌心大小的泥料最为适宜，泥料小水分流失慢，便

于幼儿揉捏、游戏。在自由创作的过程中更易于塑形成型。

幼儿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更容易有成就感。当幼儿有一定的创

作经验后就可以慢慢增加体量，一包、两包、甚至多包，根

据幼儿的实际操作教师提供原料上的支持。

以点成面

揉搓是创作的起点，最先揉制的泥球在创作的过程中

也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十几颗的泥球可以组合、抹成小

泥片，放置在石膏造型上就可以制成小盘子；更多的泥球可

以往复叠加，创作更大的作品。从小见大，发挥更多的创意

与对文化的理解。

由面成器

整块的泥料在幼儿的创作中也独具风格。借用泥工板

平的外形，将两块泥工板叠在泥料的两边，站立后用力擀

制，不久后便能取得完整的泥片。在擀制的过程中，幼儿力

有不逮，需要教师从旁协助。将擀制成的泥片制成器型独

特的作品，将幼儿的想法付诸实际，是幼儿对文化的继承

与发扬。

（下转第 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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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公共景观设计》课程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以人本设

计思想为展开点，掌握公共景观设计的程序，为实际工作打

下基底，同时培养一定的人文情怀，并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职业道德观及专业伦理观。

课程通过解读“人—城市—自然”之间的关系对场地

进行深度挖掘，促进学生将创意性、概念性与实操性融入方

案设计。随着专业的发展与社会需求推进人才培养的改革新

要求，课程应深刻落实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依托政府试点

项目，紧跟行业热点，为实际工作打下扎实的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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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础想法的实践

5.1 文化传承上的感知

历史的长流中总结了众多兼具典雅与美感的器型，带

领幼儿欣赏，并讲解器型形成背后的故事与传说也是作为培

养镌刻有文化印记的中国人的必要方式。在物质已经满足人

们日常所需的当下，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

距的指标。

5.2 文化认同上的获得

当代的父母较从前的家长有着更浓厚的民族自豪感，

他们对后代的培养注重于对自身、对民族的认同，“我们是

谁”“我们来自哪里”成为最流行的提问。为此，教师在课

程的选择上也要根据家长的教育心态进行调整，陶艺作为非

物质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更能带给幼儿文化认同上

的获得。

5.3 文化践行上的探索

当这群兼具童真与艺术气息的陶艺儿童，从浓厚的兴

趣出发，在制作活动的过程中将玩泥与创作相结合，在逐步

培养和发展幼儿能力的过程中，融入文化的力量，践行文化

的传播，弘扬文化的魅力。

6 结语

21世纪是以培养核心素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浪潮

下教师在课程的选择与幼儿能力引导上要考虑更多的元素。

培养有文化理解和传承素养的中国人是时代的选择也是教

师自身认知上的选择。如何培养镌刻有民族印记与文化认同

感的幼儿需要当代教师投入更多的思考、观察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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