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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4_BA_E6_95_99_E5_c38_545838.htm 所谓暗示教学法是指

教师运用环境、材料等多种间接指导因素，把幼儿的注意力

和兴趣集中到所学内容上来，帮助他们获得所需的信息或操

作技巧，以丰富和建构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经验。我尝试在陶

艺活动中运用暗示教学法，收到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一、环

境和材料的暗示 环境是孩子无声的老师，材料的提供对幼儿

的认知、情感、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影响。例

如在一次有关动物的探索性主题活动中，教室里布置了许多

有关动物的图片、书籍和玩具，这无意间为幼儿塑造喜爱的

动物提供创作源泉，使幼儿在边观察边塑造中加深对动物外

型特点的理解和把握。另外，在活动之前，教师事先把准备

好的操作步骤图、专门的陶艺工具、各类立体造型的陶艺作

品或教师作品、图片和图书资料、贝类、豆类、拓印、树叶

、麦管、牙签、酸奶瓶等辅助材料提供在活动室周围，让幼

儿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自由选择和使用材料，通过这些支持

性活动环境和材料的暗示，幼儿在观察具体形象的陶艺步骤

图和作品，使用工具和替代物时，获得了自主选择和自主探

索的机会，去建构自己的知识与技能，还使得幼儿的陶艺操

作既简单又容易成功。 二、教师指导的暗示 1．引导观察与

发现。 在组织幼儿的陶艺活动中，教师的暗示作用就在于引

导他们在观察与发现中学习。教师在活动开始时，提供许多

作品让幼儿进行观察对比，把新的陶艺技法隐含于作品之中

，从欣赏陶艺作品的角度、从培养审美情趣的角度，利用直



观的比较观察的方法，从整体观察到局部观察，引导他们去

发现学习。教师的暗示指导语可以是：你喜欢这些陶艺作品

吗?为什么喜欢?仔细找找它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猜猜是怎么

做成的?想不想自己动手试试?在找不同猜技法想尝试中吸引

幼儿把注意集中到发现新知识和新技法上，从而激发幼儿产

生渴望尝试新操作的动机和愿望，使其主动在新旧信息相互

比较、分析、综合和尝试体验中，发生顺应作用，充实、改

组和重构原有的心理结构。 2．隐性讲解与示范。 即教师在

各类游戏和情景的创设中，完全以游戏者的角色，以生动形

象的游戏口吻，伴随体态动作对陶艺技能进行提示性示范和

讲解，让幼儿在游戏中自然习得陶艺经验和技能。如在创设

游戏情景中，教师以免妈妈的口吻边讲解边示范塑造萝卜的

过程和方法，最后以为免奶奶送萝卜的游戏结束活动，教师

的隐性指导形象生动，使幼儿乐意接受，愿意参与活动。 3

．问题质疑与讨论。 既可以利用幼儿在陶艺操作中遇到的问

题进行质疑，也可以针对幼儿陶艺制作中出现的技法困难进

行求助提问，以引起幼儿间相互讨论，从而获得解决问题的

办法。如幼儿在用泥条盘筑法制作花瓶时提出问题：我的瓶

口怎么会越盘越小；他的瓶口怎么会越盘越大；怎样才能把

作品垒高做大；泥条的接口怎样才能看不出；怎样的连接更

牢固等等。面对如何盘筑、接口、内部加固等这些富有挑战

性问题，教师要在引导幼儿在观察、讨论、猜想、询问、建

议、尝试操作等自主探索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发展空间

立体思维。 4．互动合作与交流。 让孩子们在充分地合作与

交流中引发生生互动，这在暗示教学法中起重要作用。合作

的形式通常是结伴式合作和小组式合作，大家是由共同感兴



趣的内容或因共同完成作品而自由组合到一起。在活动前，

他们相互组合，商量制作内容和分工；活动中，他们自由交

流所需信息和材料，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取得更有效的支

持和信任，教师通过观察，以鼓励、帮助、协调、点拨等暗

示方法给予幼儿支持；活动结束时，教师充分利用分享交流

这一环节，最大限度调动幼儿间互动学习机制，教师的引导

语可以是：你们的作品是怎样成功的?你觉得哪个作品你最喜

欢?为什么喜欢?你有什么问题或困难想问问小朋友吗?你觉得

哪个作品在什么地方稍微修改一下，就更漂亮了?这样，孩子

们有的介绍和讲解作品制作过程，体验合作成功的快乐；有

的提出自己的困惑，请求别人帮助；有的提出质疑，让大家

思考；有的提出想法和建议，以利改进和创新，从中教师利

用鼓励、赞赏、比较、提问、参与讨论等教育机制，调节幼

儿间的互动。 三、暗示教学法所要掌握的原则 1．开放性原

则。 首先，教师可根据幼儿活动的兴趣和需要，组织开放性

的活动形式，如：开展小、中、大班的混龄陶艺活动、亲子

陶艺活动等，扩大他们相互交流的空间。其次鼓励幼儿自由

结伴，自主合作和分工完成作品。再次，在互动和合作中学

习与交流，幼儿间相互评价作品，可以对同伴的作品提出赞

赏或批评，以利他们产生开放的心态接纳或宽容别人的意见

，拓宽创作思路。最后，利用我园周围社区资源，带领幼儿

到世纪大道、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等地，观察著名建筑和城

市雕塑，使这些都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 2．整体性原则。 

暗示教学法既重视开发幼儿的空间智能、语言智能，又重视

幼儿的知识、经验、技能和审美情趣的共同发展，更重视他

们的自信和成功感、动手动脑和探索精神的培养。 3．求异



性原则。 在暗示教学中，教师的指导在于对与众不同的作品

进行鼓励和赞赏，经常说：“看看谁能动脑筋，塑造出与别

人不一样的作品。”“你是怎么做出这样漂亮的作品的?”激

发他们的求异思维和创作的火花，使幼儿体验成功，增强自

信。另外，教师要善于捕捉和发现幼儿的创新之作，只要是

在原有基础中稍有一点变化，便在参与幼儿讨论中暗示其他

幼儿说：哦，我发现你的大嘴鱼是在泥板围笔筒的基础上，

添一添、加一加、减一减、变变形就成了大嘴鱼，真了不起

。以此暗示其他幼儿会在观察别人的作品中习得经验，获得

启发和创作灵感，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变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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