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瓷工艺品制作 
  

1、 实验目的 

通过陶艺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对物质材料的认识能力和驾驭材料、利用材料的能力；通

过造型塑造，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表现力；进行制陶工艺的过程，让学生在亲自动手的过程

中体会课堂上所学的工艺学知识。 

（1）制品要有足够的强度. 

（2）制品要有较好的造型. 

（3）制品表面要有较好图画或文字装饰. 

（4）制品表面要施釉. 

（5）制品要烧制成正品. 

 

2、实验原理 

 

陶艺实验具有人文性质，综合实践活动是新实验改革设置的必修实验，它尊重每一个学

生的兴趣、爱好与特长，体现学校和地区的传统和特色，通过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方式，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根据上述理念，我校开设陶艺实验，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

传承和交流，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审美能力。陶艺实验是以创意设计、动手操作为主的实

践活动，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形成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技术意识，促

进学生的个性形成和全面发展。 

    陶艺是工艺性的开放性实验，它的基本理念是：以育人为本。通过陶艺实验的实践活动，

激发学生学习陶艺的兴趣，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陶艺，学习陶艺的基本技能，树立正确

的劳动观点，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培养创新精神、动手能力和技术、艺术素养，促进学生

的可持续发展。 

    为学生提供开放性的学习环境，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陶艺，学生以个人和集体合作

的方式参与各种陶艺活动，尝试各种工具、材料和制作过程，学习陶艺欣赏和评述的方法，

丰富视觉、触觉和审美经验，体验陶艺活动的乐趣。掌握基本陶艺语言的表达方式和方法，

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美化环境与生活。在陶艺学习过程中，激发创新精神，与相关学科、

生活环境、社会文化相联系，发展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形成技术意识和艺术素养，陶冶高

尚的情操，完善人格，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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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内容 

（1）感觉与欣赏：通过对陶艺作品的欣赏和评述，形成审美情趣，应用语言、文字表

达自己对陶艺的感受、认知和理解，丰富情感，提高文化素养。 

（2）表现：在陶艺设计制作活动中，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体验创新造型的乐趣，

以作品为表现形式，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思想，形成基本的陶艺素养。 

（3）创新：发掘创造思维能力，应用所学的知识、技能、创作经验，设计并进行创作，培

养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 

（4）综合实践：融劳动技术与艺术、信息技术等各学习领域为一体，体现学科的整合。 

 

4、实验仪器设备 

本实验采用真空炼泥机（图 1）、拉坯机（图 2）、陶板机（图 3）、内腔淋釉机（图 4）、

多用途电脑电窑（图 5）和操作台（图 6）。 

 

图 1  真空炼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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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拉坯机 

 

图 3  陶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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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内腔淋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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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多用途电脑电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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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操作台 

5、实验操作步骤 

（1）第一阶段： 

a、初步掌握手工成形技法（如捏塑法；泥条盘筑法；泥片成形法；内挖、外雕法） 

b、尝试湿软坯装饰（如压印法；刻花、贴花等） 

c、了解窑炉及烧成技法 

d、学习陶艺欣赏（中外优秀作品） 

（2）第二阶段： 

a、初步学会拉坯成形基本技法 

b、学习半干坯装饰（如刻槽、浮雕等） 

c、了解模制法 

d、尝试釉上彩绘及颜色釉装饰 

e、陶艺鉴赏（传统与现代） 

 

6、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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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要点及方法 

a、让学生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陶艺，注重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进行综合

性和探究性学习。加强陶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生活经验的联系；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

力。 

b、应广泛采用各种教学策略，灵活运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以学生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设计，

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为原则。动手制作部分应占 85%。 

c、应从单纯的技能、技巧学习层面提升到人文精神、艺术修养的形成层面，辅导学生循手

脑并用的程序，兼顾认知、情意与技能的均衡发展。 

d、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加强师生互动，形成民主和谐的课堂气氛，提

倡师生们的情感交流和平等关系。 

e、教师应重视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引导学生以感受、观察、体验表现及收集资料等学习

方法，进行自主学习与合作交流。 

f、提供学生开放性的学习环境，善用生动用趣的教学手段，如录像、制作、参观、访问等

方式，多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教学，让学生尽可能获得更大的信息。 

g、应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别，在特殊学生辅导中：对于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应鼓励创作，发挥

潜能、培养创造力；对于学生能力弱的学生，除加强个别辅导外，应调整进度、广度与深度；

对于身心障碍的学生，应依其特殊困难与需求，实施个别化教学及辅导，必要时宜与特殊教

育专业人员协调辅导之。 

(2)、评价建议 

a、强化评价的促进发展功能及内在激励作用，采用多种评价方式评价学生的陶艺创作活动。 

b、重视学生的自我评价，重视在评价中对实践操作过程，实践体验的记录，有利存档、反

思、交流。 

c、学生评价涵盖认知、情意和技能三个方面，注重对学生陶艺学习的综合评价，并兼顾学

生的个别差异。 

d、建立以学生、教师、学校领导、家长共同参与的评价体系，通过对评价资料分析和判断，

促进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3)、实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a、配置陶艺专用教室，配齐陶艺制作基本工具和设备，并提供储藏教具、工具、材料的场

所以及展示陶艺作品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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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学校图书馆应充实陶艺相关之教学媒体资料，提供相关图书和网站，开发信息化实验资

源。 

c、广泛利用校外各种资源，如美术馆、博物馆，艺术家工作室等。学校与博物馆及社区携

手，开展多种形式的陶艺教育活动，请校外的陶艺专家来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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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工艺品制作”开放性实验内容： 
 

序

号 实验项目 学

时 类型 类别 实验基本要求 

1 泥料制备实验 2 综合 专业

通过了解泥料可塑性在陶艺制作中的作用，

掌握真空练泥机的原理和使用，为下一步陶

艺制作作准备。 

2 拉坯法成形 2 综合 专业
通过了解和掌握拉坯成形方法，学习和制作

拉碗、盘、锅、水罐和瓶的方法。 

3 泥条盘筑成型 2 综合 专业
通过了解和掌握泥条成形方法，学习和制作

花瓶、兽形作品、直筒花器、方瓶等方法。 

4 泥板成形 2 综合 专业
通过了解和掌握泥板成形方法，学习和制作

方形花器、柱形瓶等方法。 

5 制品修坯 2 综合 专业
通过了解和掌握制品修坯方法，学习碗、盘、

锅、水罐和瓶等修坯技术。 

6 彩釉配制 2 综合 专业
通过了解和掌握彩釉配制方法，学习制品上

绘彩釉。 

7 喷釉 2 综合 专业
通过了解和掌握上釉方法，学习内腔淋釉机

的使用方法，在制品上上釉。 

8 制品烧制 8 综合 专业
通过了解和掌握制品烧制方法，学习多用途

电脑电窑的使用方法，并烧出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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