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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以四川美院陶艺工作室毕业创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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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激发学生创作潜能,实现艺术创作差异化教学是目前艺术院校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整理

四川美院陶艺特色工作室近三届的毕业创作作品,并运用观察、访谈、文献研究等方法,对陶瓷雕塑、陶

瓷器物、陶瓷彩绘三个方向学生的指导过程进行分析,总结得出导师对十三位学生依照专业背景、创作

能力、个人喜好等维度所制定的差异化培养方案,为以后艺术创作教学积累了经验。 

[关键词] 川美陶艺；因材施教；差异化教学 

中图分类号：C45  文献标识码：A 

 

四川美术学院陶艺特色工作室成立

于2016年,由于其始终秉承因材施教、教

学相长的教学理念,并采用“师徒游学”

与“1+N”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不但为学生

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以及充足的教学

资源,而且工作室导师也努力的为学生营

造开放、自由的学习氛围。因此,近年来

工作室培养了几届具有特色、善于探索的

陶艺毕业生,他们将传统陶瓷工艺与当代

艺术观念相融合,创作出个性化多元并赋

有时代风貌、人文关怀的陶瓷艺术作品。 

就此笔者以四川美术学院陶艺特色

工作室的毕业创作指导为例,从陶瓷雕

塑、陶瓷器物、陶瓷彩绘三个方面来探

究,为何短短几年里四川美术学院陶瓷

毕业生的作品呈现出如此丰富的面貌。 

1 陶瓷雕塑类 

陶艺特色工作室近三届选择陶瓷雕

塑方向的学生共七位,他们来自雕塑和

陶瓷两个专业。由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学

习背景、擅长方向有很大差异,所以针对

这一部分学生的指导,工作室导师孟福

伟老师(下称孟老师)需在了解了每位同

学的造型基础、创作能力和个人特点后,

以此来为他们制定相应的指导方案。从

而做到因材施教,以充分激发这部分学

生的创作潜能。 

 

雕塑专业的同学造型基础较好,所以

孟老师主要以材料、创意、情感和创作手

法为切入点对她们进行指导。因为孟老师

在与学生探讨陶瓷材料的可能性时曾提

到,我们可以把陶瓷材料介入到当代

艺术中去,大胆尝试,把陶瓷作为一种

媒介。这对雕塑系的陈垭楠(2013级)启

发很大,所以她才开始尝试在废弃物上

挂浆,在过程中不断的探索陶瓷材料与

雕塑的关系,而后有了她的毕业创作

《1150-1250摄氏度》。孟老师对同是雕

塑系的陈瑾婷(2015级)则采用另一种方

式教学,他要求陈瑾婷在特色工作室进行

陶艺创作时还需兼顾雕塑基础课程,从而

在两者交叉学习中找到适合她的陶瓷雕

塑语言。由于她要表达的很多,难以突出

主题,所以孟老师告诉她要学会有重点的

表达,找到最具代表性的事物并做到极 

 

致。从她的毕业创作《如一》中,可以看

出她对导师指导意见的理解与运用。 

濒危鸟类保护的主题一直是冯唐涵

(2014级)所关注的。由于此类题材已经有

艺术家在研究,所以孟老师告诉她,必须

要树立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点。从最初

想表现鸟的骨骼再到玻璃与鸟的骨骼相

结合,在导师针对性的指导下,她才明晰

了创作方向和创作风格,为《Blue Bird》

的诞生做好了铺垫。然而,《Blue Bird》

最后的展出形式不够合理,其中散落的羽

毛削弱了其保护濒危鸟类的主旨。 

 

《1150-1250 摄氏度》局部 陈垭楠(图片来源：陈垭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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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陈瑾婷(图片来源：工作室摄)  

《Blue Bird》冯唐涵(图片来源：工作

室摄) 

曾蔓婷(2015级)的毕业创作是一

组超现实题材的作品,是感性的、浪漫

的；赵冠雄(2016级)的毕业创作以超写

实的形式呈现,是质朴的、温暖的。相

较于前面三位同学有明确的创作方向,

曾蔓婷和赵冠雄在创作初期却找不到

好的切入点。对于这种情况,孟老师会

想办法引导学生,直到他们找到自己的

创作方向。因为孟老师认为手是雕塑作

品的“创造者”,认为创作充满了偶然

性,玩的过程中你的手就会告诉你适合

做什么。所以他将这些想法传达给曾蔓

婷,教授曾蔓婷适合她的创作方式。最终,

一件治愈、梦幻的作品——《晚安,小玛

丽》得以呈现。赵冠雄韧劲和持续做创

作的能力很强,但是他在创作前期不敏

感,所以孟老师提醒他去感受身边让他

感动和记忆深刻的事情。最后,赵冠雄以

亲情为出发点,运用具象写实的手法创

作《行囊》这件陶瓷雕塑作品。 

 

 

《行囊》赵冠雄(图片来源：工作室摄)

《晚安,小玛丽》曾蔓婷(图片来源：工

作室摄) 

孟老师对赵渝(2014级)和刘子奥

(2015级)两位同学的指导都是引导他们

从自身出发去创作。赵渝不仅思维敏捷,

而且能很好的消化和吸收老师的意见。

之所以孟老师建议她做浮雕来表现视觉

与错觉交替的空间变化,是因为在赵渝

临摹浮雕的过程中,孟老师发现她对平

面、空间错觉变化敏感。她的毕业创作

《复空间》就体现了导师对其创作潜力

的充分挖掘。刘子奥在给孟老师做助手

时,孟老师发现他做东西很细致,而且热

衷于骑行,所以建议他用精细的手法表

现在旅途中的见闻,而作品《一隅》即表

现了他对西藏骑行之旅的感悟。 

 

 

《复空间》赵渝 (图片来源：赵渝) 《一

隅》刘子奥(图片来源：工作室摄) 

以上几位同学的创作方向都是陶

瓷雕塑,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陈垭楠、

赵冠雄以材料为介,挑战工艺；陈瑾婷、

冯唐涵、曾蔓婷、刘子奥注重情感表达；

赵渝运用浮雕,关注形式变化。从指导

过程可以看出,孟老师指导学生创作并

不强调观念或形式先行,也不制定套

路。而是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和相处发现

学生的特点,从而尊重学生的特点为他

们制定创作计划。也正是因为导师在平

时教学中充分贯彻因材施教的理念,所

以工作室每一件毕业作品都带着强烈

的个人特点。 

2 陶瓷器物类 

孟老师认为做器物也需要好的造型

能力,所以在学生做器物创作时他会强

调基础造型的训练。从而在反复推敲、

改进器物造型的过程中,帮助同学走出

创作困境。 

蒋先财(2014级)善于思考、乐于尝

试,所以在对他的指导中,孟老师经常讲

到创作策略、作品的尺度与造型和造型

元素提炼与发展等主题来启发他进行创

作。关于毕业创作,蒋先财前期做了很多

尝试,如加高底足、寻找褶皱变化、与漆

结合等等,最后围绕“丫”字去寻找器型

的变化是孟老师根据他前期的尝试结果

提出来的,而后才有了《器皿》的完美呈

现。陶瓷器物也是赵紫薇一直研究的方

向。她想研究抽象的形式,由于她并不擅

长抽象且逻辑思维不强,所以在前期孟

老师建议她反复拉坯,从中去体会工匠

精神,由量变达到质变。而在后期则提醒

她注意拉坯时的手感、节奏变化,从而跳

开注重形式演变、跳开观念表达、跳出

抽象造型这些形式。在不断的实战和体

会中,成就了赵紫薇的毕业创作《圆圆》。 

 

 

《器皿》蒋先财(图片来源：工作室摄)

《圆圆》赵紫薇(图片来源：工作室摄) 

靳泽宇(2015级)的毕业创作《晚餐》

是一组陶瓷器具作品。因为她在研究器

物的同时对花卉和自然也颇感兴趣,所

以孟老师建议她在植物中去提炼器物造

型元素。然而,靳泽宇在初期选择很多种

植物来提炼,这种方式存在范而不精的

弊端。所以孟老师则让她先做一个,将这

一个元素运用到极致。创作到后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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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形呈现,又提醒她在创作过程中要打

破单线思维,从而提高对作品整体性的

把控能力。 

 

《晚餐》靳泽宇(图片来源：工作室摄) 

正是由于以上三位同学在对器物

造型的把控、敏感度以及理解等能力

上都有差异,所以导师运用不同的方

式指导他们进行器物造型优化。而这

种有差别的指导方式不仅符合学生实

际情况,还使得因材施教的理念贯彻

的更加深入。 

3 陶瓷彩绘类 

工作室近三届毕业作品中除陶瓷雕

塑、陶瓷器物外还有一类,就是陶瓷彩绘。 

程金诚曾说道,“陶瓷色彩与绘画

色彩在材料的构成上不同,绘制方式

也有所不同,但是,它同样是一种艺术

语言。”江翠艳(2016级)以彩色泥浆为

颜料进行陶瓷绘画。她创作的《默剧》

将传统绘画语言与陶瓷结合,充分利用

泥浆流动的特性,运用点、刮、描等手法,

最终呈现丰富的肌理与色彩变化。正是

因为在平时练习中,孟老师发现江翠艳

喜欢调配色泥、喜欢肌理变化,痴迷于绞

胎,所以在毕业创作时就在此基础上引

导她从泥的特性出发完善她的创作。目

前泥浆画领域研究的人还比较少,可探

索的空间也比较大,这也给江翠艳今后

深入研究泥浆画提供了契机。 

李腊梅(2015级)和罗晟(2016级)他

们的毕业创作是以陶瓷雕塑与陶瓷彩绘

相结合的形式呈现,这两位同学的彩绘

都很有特点。李腊梅的毕业创作《怪娃》

是用陶瓷娃娃脸做包,新奇、怪诞。罗晟

的毕业创作《once upon a time》相较

于李腊梅的《怪娃》在形式、构图和用

色上都更加出色。作品釉下和釉上彩绘

结合,色彩和谐细腻,富有浪漫、唯美的

韵味。由于罗晟性格内敛且对创作敏感,

所以孟老师对罗晟的教学以鼓励为主,

在教学中引导他打开自己,他的毕业创

作《once upon a time》即是他性格的

映射。 

 

 

《默剧》江翠艳(图片来源：工作室摄 )   

《once upon a time》(图片来源：工作

室摄) 

 

 

《怪娃》局部 李腊梅(图片来源：工作

室摄) 

4 结语 

陶艺特色工作室毕业创作之所以呈

现丰富、多元、具有前瞻性的特点,是因

为工作室导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贯彻了

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目前,工作室毕业

创作以陶瓷雕塑、陶瓷器物、陶瓷彩绘

为主要表现形式。今后,将会拓展到陶瓷

装置、生活陶瓷、陶瓷动画等其它陶瓷

艺术形式中去。导师对特色工作室学生

从多维度出发所制定的差异化培养方案,

为以后艺术创作教学积累了经验。随着

差异化教学的不断完善,未来四川美术

学院陶艺专业必将培养出一批批学术独

立、一专多能的陶瓷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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