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陶艺创作教学反思(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陶艺创作教学反思篇一

我国是世界著名的陶瓷古国。中国的陶瓷艺术源远流长，在
世界上素有"瓷国"之称。中国是陶瓷发祥地，英语"china"一
词，一种解释是"中国"，另一种解释就是"瓷器"，由此可见
中国瓷器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陶艺教育发展的空间是广
阔的，它是一种立体的造型、三维空间的塑造。学校中陶艺
教育的开展不仅在于实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和
艺术修养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还是教育方针的要求，学校素
质教育的需要。

陶艺教育课程的尝试，是顺应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需
要，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素质，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
能力，从而达成与美术教育的目的相一致。让学生通过陶艺
教育的学习来表现自己的情趣，展现自己的个性，在学习过
程中获得自我满足，自我实现。同时，也为继承弘扬民族文
化瑰宝，重振中国陶瓷雄风打下扎实良好的基础。

陶艺能陶冶学生情操，是开展素质教育的一种好形式

陶艺作为创造文明的一种文化艺术科学，它反映了人们的一
种意识、思想和观念。谈到陶艺，总有一种神秘而远古的气
息震撼着我们。在它的周围有着一层迷人高雅的光环笼罩着，
让人欣赏而不敢亲近。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从小孩玩泥的
天性开始，就已显示了陶艺的乐趣与人类心灵情操培养的自
然关系。陶艺作为一种文化艺术门类，对学生素质的教育、



培养、提高有着积极的潜在功能。“修身养性‘早已为古人
珍重，“陶冶情操”正是陶艺精神的体现,它独有的魅力正是
开展素质教育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式。

陶艺可以提高学生审美能力。

陶艺创作教学反思篇二

本节教学内容在于让学生初步了解陶艺相关知识，通过欣赏，
了解古代、现代陶艺作品的不同功用、审美，知道陶艺制作
的不同材料工具和一般制作工序，并重点学习陶艺手工成型
方法，并选择合适的技法，让学生动手制作一件陶艺作品。

本节课师生配合相当默契，学生学习兴趣浓厚，在教学过程
中充分展示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由于制陶场地的限制，学
生用的泥只是彩泥和橡皮泥而已，因此学生的作业大都数选
择了捏塑成型法和泥条成型法，值得庆幸的是学生作业稚拙、
可爱、生动。完成了我的目标：让孩子走进自然，感受生命
的意义、泥土的芳香，体验创造的成功感、表达自我情感的
一种全新的教育内容；同时尝试通过陶艺活动激发学生对美
的敏感性，激发他们表现美、创造美的兴趣和积极性；将陶
艺与其他领域自然地、有机地联系融合在一起，促进学生全
面和谐而富有个性地发展。

陶艺创作教学反思篇三

刚讲完学校的公开课，就有一些老师对我说“这节陶艺课上
的真不错，学生的作品太丰富了，太精美了！”“我用手机
拍了十多张学生的作品……”是呀！学生在这节课上的表现
的确出色，许多作品都出乎我的预料，更没想到会受到听课
老师的广泛好评。课下我进行了认真反思。

一、依据《课程标准》。我将本节课的内容通过交流，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题作用，利用想象中的求异变化，外形借用，



打开了学生想象的思维。

二、多媒体的运用。尤其是采用三星堆青铜器等课件的展示
和讲解，学生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激发了他们创作和想象的
灵感。

三、小学生都喜欢玩泥巴，也是这节课成功的因素。我充分
利用学生的这一心理，给他们创设了求异中有变化，借鉴中
有创新，创设使学生获得成功的宽松环境，使学生真正做到
了全身心的投入。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知不觉的调动起自己所有的积极性，
每个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毫无保留的发挥到了极至。在制作
过程中，没有丝毫的倦意。与其说是学习陶艺倒不如说是学
生的娱乐享受，可见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而老师也只能是
一个参与者、引导者、组织者。

再细想一下，不喜欢学习绘画的学生是常见的，而不喜欢玩
泥巴的学生又有几个呢？在江苏渐江一带的小学里，专门开
设有陶泥课，建立专用教室，有专职教师。那里的学生可以在
“玩”中享受成功的快感，极大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造。
而我们平顶山的学生，没有那样的幸运，有的教材中没有陶
艺课，有的教材中有两三节陶艺课，而教师又没有条件上好
它。我想我们更应该关注陶艺课。中国是陶瓷的发源地，在
陶泥的制作过程中，最能锻炼学生的就是空间感、立体感和
手脑的协调能力。与绘画和其它手工不同，陶泥更侧重立体
展现和空间的表现，有教强的真实性并且容易上手，做出的
作品，可彩绘、可烧制，作为自己的艺术品保存下来。它是
小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空间感、手脑协调能力和耐心、细
心等品质培养的良好途径。因此，我更想呼吁我市的`中小学
要积极关注这一课程的开展，多为学生创造条件上好陶艺课。



陶艺创作教学反思篇四

陶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枝瑰宝，早于世界二千多年，与人
民生活息息相关，本课从我国陶瓷发展史着手，介绍了陶与
瓷的不同，及由此延伸形成相关的各个种类。内容图文并茂，
便于理解，有利于学生联系生活，贴近课程内容与目标。

教学目标

一、学习陶艺的发展史，理解其在不同时代的特点及功能作
用。

二、通过欣赏陶艺作品，能谈谈自己对陶艺的认识，从而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创作热情。

三、学习陶艺制作过程与方法，能借助学习工具，以胚，搓，
揉，挤，压，粘贴等法制作陶艺习作。

四、通过对本课的学习，增加学生对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的认识，培养其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感。

对本课的教学，首先制造神秘气氛，我课前有意拿个紫沙壶
喝茶，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求知欲，而我也不急与给出答案，
而是接着带领大家去参观学校附近的民间陶罐厂，到了那里
答案豁然开朗，但大家求知欲更加高涨，问师付，问老师，
似乎有问不完的话题。这都为学生后来收集资料，欣赏和理
解课本陶艺作品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学生动手方面，由于有了现场亲历和欣赏理解，再加上陶
艺较为贴近学生生活，农村孩子大多都玩过泥巴，所以都能
利用刚教的.和刚见的方法制作陶艺习作；陶壶作品是他们最
亲近的物体，做的人也就多，基本能以拉胚方法学着做；但
也有不少同学奇想连篇，做出了许多怪异造型，由于本次作
业只有个大方向，不给具体要求，所以只要是健康向上的，



我都予以鼓励，而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这种氛围中尽情发挥其
形象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作为教师只在旁边作些技
术性指导和启发性引导作用；及时发现优秀习作，对落后学
生也多鼓励和积极评价，整个课堂气氛学生都沉浸在一种自
由，民主和愉悦的气氛中完成习作。因而这节课取得满意的
课堂实效。

陶艺创作教学反思篇五

在传统的美术课堂教学中教师只能依赖有限的教学资源把美
术知识和图片资料传授给学生，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学生
所学到的知识是及其有限的。而在网络环境下进行美术教学，
可以借助网上大量的教学资源来丰富美术教学内容。在教学
《陶艺》（一）这一课时，教师课前布置学生观察生活中有
趣的陶瓷艺术，多途径收集图片、光盘、实物等资料，教师
则查阅相关网页，下载有关罐和壶的教学信息资料提供给学
生，让学生在网上进行欣赏。这样的教学对教师来说缩短了
教学时间，提高了教学效率；对学生来说，丰富了欣赏内容，
增加了欣赏兴趣，培养了欣赏能力，激发了创作欲望。同时，
在教学中教师以罐和壶的知识引导学生在网上进行研讨，这
就更大大扩容了教学信息量，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也培养
了学生对所获取信息的交往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