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

2024 年第 6 卷第 3 期

教育论坛

教育前沿

文创产品融合下的主题式教学活动模式探索
——以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职部）美术走班陶艺课程为例

邹华青

（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职部），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本文聚焦于文创产品如何与主题式教学活动模式相结合，以探索一种新颖且高效的教学模式。文创产品，以其独特的文化内

涵和创新性，为教学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学习过程更加生动有趣。在实施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

通过纵向学习学科知识技能、横向拓宽思维思考方式、探索文创产品蕴含的文化底蕴来深化对主题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同时，我们也关

注学生在活动中的情感体验，努力营造一个积极、和谐的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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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背景及学情分析

第四学期，学校为保育专业学生开设走班课程，涵盖剪纸、

国画、陶艺等艺术门类。陶艺因独特可塑性受学生欢迎。前三学

期学生已学美术基础，对美有理解。陶艺课围绕平面、浮雕、立

体教学，逐步掌握技巧，尝试立体创作。课程采用主题式教学法，

教师为“创意总监”，学生像企业家，结合产品理念设计任务。

学生小组为单位，了解多领域知识，创作出市场潜力的文创产品。

二、文创产品融合下的主题式教学活动模式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学生渴望成为发现者、研究者。文创产

品融合教学满足此需求，强调“融合”与“主题”。融合，指陶

艺技法与美术基础的融合，学生将美术技能融入陶艺创作；同时，

探究与运用结合，学生深入探究并应用所学于文创产品。此过程

内化知识，外化成果。

主题式教学，即主题式任务型教学，围绕主题展开教学活动。

它深入美术技法学习，同时横向探索其他学科。该模式以主题为

中心，连接教学各要素，促进师生互动和互惠发展。学生在此过

程中实现自我完善，塑造身心和谐的“完整的人”。

文创产品融合下的主题式教学活动，学生需融入多学科意识，

丰富创作内涵，发展人生观、价值观。在文创生产中，学生提升

综合统筹能力，促进全面成长。

三、课程案例分析

（一）学期主题任务

以 2022 级幼保专业学生陶艺走班课程为例。教学安排共五个

主题教学活动：泥板线描、泥板相框、英雄城器皿、汉字砖拓印、

镬耳屋屋群。

图 1 学生作品 12*12cm《幼师精神》

泥板线描，作为学生探索材料、认知工具的初始阶段，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我们设计小品泥板画作为任务输出，旨在达成双

重目标：一是让学生在与泥材料的亲密接触中，重新激活并深化

对点、线、面等基本造型技能的掌握；二是通过实践，让学生初

步领略到文创产品的独特魅力——即实用与装饰的完美融合。图

1 所展示的，正是学生在完成第一主题任务（历经 8 个学时）后

所创作的作品。

泥板相框这一主题教学阶段，在深度融合陶艺技法与美术基

础的前提下，着重引导学生探索（陶艺任务实践过程）与运用（文

化创意产品制作）的完美结合。教师扮演“创意总监”的角色，

向学生提出“文创”产品的具体要求：即制作一款具有广府文化

特色的陶瓷拍立得相框。面对这一挑战，学生们首要任务是确定

设计内容，思考如何精准捕捉广府文化的精髓。作为初次涉足文

创生产的中职生，他们往往处于被动接受信息、主动探索思维尚

待加强的状态。

为此，教师巧妙地引导学生从“吃、穿、住、行”这四个贴

近生活的维度出发，鼓励他们在网络上输入关键词，自主搜索并

学习相关知识，逐步激发学生的思考兴趣与关联能力。在这一探

索过程中，教师还巧妙地融入了人文、历史等多元知识元素，为

学生心中播下文化的种子，并尝试培养他们的综合规划与统筹能

力。

在积累了足够的素材后，学生们开始根据拍立得相框的实际

尺寸精心设计草图，而教师则在一旁悉心指导泥板的切割与粘结

技巧。技艺与思维的交融在此过程中显得尤为清晰，学生们的设

计思路逐渐明朗，最终他们以“包装”文创产品的独特视角圆满

完成了这一主题任务。

此次任务的圆满完成，不仅让学生们初步掌握了“生产”文

创产品的基本概念，更促使他们在接到任务后能够主动思考、积

极行动，

学会在网络上搜集整理资料（图 2）。在教师的精心指导下，

学生们还成功制作了拍立得相框的宣传图册，如图 3 所示，充分

展示了他们的学习成果与创意才华。

英雄城器皿、汉字砖拓印及镬耳屋屋群（图 4 为汉字砖拓印，

可拓印版画，可做镇纸，可做摆件 / 右上图是英雄城主题器皿，

可做容器，可做花插，烛台 / 右下是未施釉的屋群，可做摆件，

可做台灯）主题的教学设计，是在前两个主题任务的基础上，进

图 2 搜索关键字信息

图 3 拍立得相框文创

图 4 英雄城器皿、汉字

砖拓印、镬耳屋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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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纵向拓展，引入立体捏塑、凹凸版制作及加减法等精湛技法

的学习。同时，该设计也致力于横向强化学生将主题内容融会贯

通并转化为文创作品的思维能力和创作技巧。经过多次运用文创

生产流程（如图 5）进行的思维训练，学生们不仅掌握了相关技能，

更激发了他们探索、发现和创造的强烈欲望。

图 5 主题任务“文创”生产流程

2. 主题案例分析

（1）提文创要求，趣学。主题任务的设计应略高于学生当前

的学习最近发展区，以确保其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教师在规划主

题任务教学时，需全面考虑整个学期的任务布局，确保任务既不

会让学生感到过于吃力，又能激发他们的潜能，促使他们通过努

力达成目标。

图 6  5*7cm 小品泥板画 学生作品

将陶泥作为可塑性强的材料引入教学，对于喜欢动手、活泼

好动的中职学生而言，无疑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能够极大地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而结合文化创意元素，尽管看似提高了

要求，但正是这样的挑战，促使学生们能够创作出具有市场价值

的“文创”作品。这正是我们第一主题任务所要达成的核心目标。

具体而言，5*7cm 的小品泥板画的烧成及装裱任务，以其精

致小巧、美观大方的特点，深深吸引了那些注重细节、追求完美

的“颜控”学生，如图 6。这一任务不仅激发了学生对文创产品

的热爱和追求，还培养了他们的内在驱动力，为任务的高质量完

成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2）定职业特色，活用。主题任务设计紧密围绕专业特色展

开，以“英雄花开英雄城”主题模块为例，教师精准锁定了幼保

专业面向幼儿群体的职业定位，并巧妙运用了儿童易于接受的教

学方式——即通过重复来加深印象。具体实践中，教师将复杂的

拉坯手法精心分解为四个步骤：首先，引导学生观看静态展示图，

形成初步认知；接着，通过动态示范，进一步加深理解；然后，

鼓励学生进行徒手虚空练习，初步掌握技巧；最后，紧跟教师步伐，

进行实战演练，巩固所学。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教学环节，有效

指导了学生掌握拉坯技法。

在英雄城主题任务设计稿的完成过程中，学生们则充分发挥

了主观能动性，以小组为单位自行搜索相关资料，并精心准备小

组汇报。这一过程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信息搜集与整合能力，还培

养了他们的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是一次综合统筹思维能力的全

面训练。如图 7。

图 7 第一主题任务 5*7cm 以内小品泥板画 学生作品

此外，该主题任务还涉及到了主题关键字的提炼、资料的整

合以及 PPT 设计等多个方面，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素养与实

践能力。在完成这一主题任务后，学生还可以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

对整体设计思路进行适当调整，以便在幼儿陶艺活动中更好地应

用与实施。

（3）扣传统文化，美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在教

育领域中深入挖掘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主题教学活动

聚焦于“文创”产品的创作，这些产品紧密围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三大核心：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人文精神及传统美德。

以镬耳屋的屋檐为例，它形如官帽之耳，寓意“出类拔萃”，

这一设计曾是显赫乡绅的专属，也代表着家族的经济实力。在

明清广府民居中，只有出过显赫官员的村落，才能享有在屋顶

筑起镬耳的殊荣。学生在设计这一主题的文创产品时，通过查

阅资料与深入研究，不仅学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精髓，还在寻

找象征意义的同时，提升了对艺术美感的领悟。这一过程中，

学生既在历史的脉络中探寻美，又在生活的点滴中感受美。而

文创产品的创作，更是教师以陶艺造型为载体，引导学生关注

传统文化，进而拓展至人文思考与经济视野，形成了一门深入

浅出、紧扣传统文化的美育课程。

四、教学模式的成效与反思

图 8 镬耳屋拍立得相框 学生作品

图 9 第四主题任务汉字砖 学生作品

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多样性为教学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其中，

将文创产品融入主题教学，是本人发现中职学生好动爱玩，喜欢

美好事物的现象，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出的一种方式。然而，在实

施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学生在完成作业时，在熟悉知

识技巧的同时难以兼顾思维，往往缺乏明确的创意主线，导致作

品主旨内涵不明确。此外，还有许多细节问题亟待解决，需要我

们在后续的教学中进行深入的探究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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