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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濉溪五铺商派面塑迄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是淮北市非文化物质遗产之一,俗称“捏面人”,是

一种用面粉加彩后捏塑成各种人物、动物等形态的民间手工艺。作为淮北市一种传统工艺,无论在色彩

还是造型特征上都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将其融入幼儿园课程中对幼儿创造力、想象力以及情感方面

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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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派面塑融入幼儿园课程的

意义和价值 

1.1社会——传承优秀传统工艺 

当前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

不断向前迈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

变革正飞速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

牢记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商

派面塑便是其中之一。首先,商派面塑作

为淮北市的一种传统工艺其传承根基在

于教育。学前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起始

阶段,其相关课程的开设对商派面塑的

发扬和传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次,

幼儿期作为启蒙阶段,商派面塑融入幼

儿园课程对培养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及

激发幼儿爱家乡的民族情感等方面都有

积极的教育意义。 

1.2个体——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 

首先,商派面塑的主料是小麦粉,辅

料为各种豆类、红枣等,安全无毒且价格

低廉,可供幼儿多次反复操作练习。其次,

面塑本身具有可塑性强、形象逼真、想

象空间大等特征,造型技巧主要是商氏

手捏五法,比其他面塑更简洁,更符合幼

儿小肌肉发展水平。最后,商派面塑在色

彩特征上分为素色面塑和彩色面塑,彩

色面塑采用高明度色彩,颜色明快、跳跃,

符合幼儿的审美倾向与视觉喜好。 

1.3教育——发展幼儿多方面能力 

首先,商派面塑的造型及色彩特征

可以陶冶幼儿的艺术情操,培养幼儿的

创造力想象力及民族情感。其次,商派面

塑以人形或鸟兽为主,每一作品背后都

蕴藏着有意义的历史故事或传说,它不

仅是一种玩具也是历史故事的载体。最

后,商派面塑从面粉到成品可使幼儿感

受到生命感,制作过程中对脑手眼的协

调能力对小肌肉及平衡感的发展等足以

证实商派面塑融于幼儿园课程中对华德

福教育创始人鲁道夫史代纳提出教育理

念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 

2 商派面塑融入幼儿园课程的

实施策略 

2.1开展有关商派面塑的社会实践

课程 

国外教育家蒙台梭利强调了实践对

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幼儿园可组织幼儿

到相关博物馆等地欣赏了解商派面塑作

品,调动幼儿多感官参与,使幼儿通过触

觉听觉视觉等多种方式获得有关商派面

塑的直接经验。我国教育家陈鹤琴提出

“大自然大社会就是活教材”的课程观

强调社会资源的重要性。幼儿园可以请

非遗继承人参与教学活动,使幼儿与商

派面塑直接对话,感受传统手工艺的魅

力,激发对传统工艺的热爱。 

2.2将商派面塑元素融入幼儿园环

境创设 

国外教育家瑞吉欧认为环境是教育

的第三位老师。要想达到润物细无声的

效果,幼儿园必须充分发挥环境的隐性

教育功能。首先,在室内环境上,教师可

以开设专门的区角如“小小面塑坊”,

幼儿可以随时到区角中动手操作。其次,

在走廊环创中,教师可以将幼儿作品作

为吊饰进行展览,激发幼儿自豪感、成就

感的同时家长也能看到自己孩子的作

品。总之,环境创设在幼儿园教育中占据

着重要的地位,专门的教学活动与幼儿

园环境二者相辅相成可使幼儿更好的感

受传统工艺魅力,加强幼儿对传统工艺

的热爱,培养幼儿的中国灵魂。 

2.3开展专门的教学活动 

2.3.1与艺术领域相融合 

商派面塑色彩鲜艳、艺术价值高符

合幼儿的审美倾向,它既是艺术教育的

重要内容也是其重要源泉。在活动目标

上,根据《指南》中提出的 “感受与欣

赏”和“表现与创造”两方面进行设计。

例如大班手工活动《我是小小面塑家》

目标：“乐意欣赏多种不同形式的商派面

塑作品,激发幼儿爱家乡的情绪情感”；

“了解商派面塑的材质、特点,体会商派

面塑手工艺人的生活常态和精神实质”；

“能用商氏手捏五法(揉、捏、搓、碾、

捻)创造性的制作面塑作品”等。在活动

内容的设计上,教师要根据幼儿的审美

及身心发展特点围绕面塑的色彩、造型

以及技巧特征开展绘画、手工以及欣赏

等活动,发展幼儿感受与欣赏和表现与

创造能力的发展。完整的艺术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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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感受与欣赏、体验与创造和评

价与交流三个环节,教师在活动过程中

要注重幼儿直接经验的获得,调动幼儿

的多感官参与；充分发挥幼儿自主性,

提高幼儿审美表现能力；评价方式多样

化,及时给予鼓励与肯定。 

2.3.2商派面塑与语言领域相融合 

商派面塑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作

品背后蕴含丰富的历史典故,它是幼儿

了解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重要途径。活

动目标根据《指南》中所强调的“倾听

与表达”和“阅读与书写准备”两方面

进行设计。例如大班有关商派面塑的绘

本阅读活动《八仙过海》目标：“通过绘

本与商派面塑作品的结合,激发幼儿对

传统民间故事的兴趣”、“了解《八仙过

海》是中国的传统民间传说”、“能够根

据商派面塑作品大致介绍绘本情节”等。

在活动内容的设置上,教师可以将面塑

作品作为历史故事的载体,向幼儿开展

相关的绘本阅读(例如面塑八仙过海结

合《老故事绘本：八仙过海》)、角色扮

演(如面塑“美猴王”)、古诗欣赏(例如

面塑“鹅”结合《鹅鹅鹅》)等语言活动。

在活动中幼儿通过交流和运用发展其语

言能力,在了解中国历史文学作品的同

时培养幼儿对商派面塑的兴趣。 

2.3.3商派面塑与科学领域相融合 

商派面塑的价值绝不仅体现在其外

在特征上,教师应重视课程的延续性,开

发商派面塑不同的教育价值。在活动目

标上根据《指南》提到的“科学探究”

和“数学认知”进行设计。例如有关面

塑的数学活动目标：“在游戏中感受到数

学的有用和有趣”、“能够运用数学知识

解决游戏中的问题”、“通过游戏能够感

知和理解数、量及数量的关系”等。在

活动内容的设置上,教师应根据幼儿具

体形象思维的特点开展科学探究(例五

颜六色的面塑是怎么做的？)、数学游戏

(例面塑坊特价日)等活动。在活动中运

用数学知识,通过观察、比较、实验等方

法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通过系列活

动激发幼儿科学探究的兴趣,在直接感

知、亲身体验和实际操作中积累经验,

形成受益终身的学习态度和能力。 

3 商派面塑融入幼儿园课程中

应注意的问题 

3.1正确理解其内涵及价值,走出功

利化认知倾向 

首先,幼儿园进行商派面塑课程的

内涵并非让幼儿学会多少面塑“技巧”

而是让幼儿在活动中受到传统手工艺的

熏陶,感受到传统手工艺的魅力,培养幼

儿的民族认同感。其次,商派面塑的价值

不在于培养多少个面塑艺术家,而在于

通过幼儿多方面参与,促进幼儿思维、创

造力、想象力等多方面能力的发展。最

后,将面塑课程融入幼儿园课程中不是

简单的宣传口号,也不单纯是为了“搞”

而“搞”,教师必须走出功利化认知倾向,

通过查阅资料及相关书籍,充分了解商

派面塑的相关知识,正确认识面塑教育

内容的内涵和价值,重视教育活动的启

蒙性,重点培养幼儿的民族情感。 

3.2调动幼儿积极性,注重心理环境

创设 

幼儿园环境对幼儿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作用,教师必须明确幼儿园环境包括

物质环境还和心理环境。《幼儿园教育指

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提出“环境是重

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

用,有效促进幼儿的发展”。首先,调动幼

儿积极性,共同参与班级环境创设。在创

设过程中可以加深幼儿对商派面塑的了

解,发展其动手能力,并使幼儿获得坚毅

的品质。其次,教师必须注重心理环境的

创设。提供充足的时间、空间和轻松的

氛围,使幼儿愿意并能主动动手操作。最

后教师要以赏识教育为主,及时评价幼

儿的作品。 

3.3确定准确的教育目标,探索多元

化的教学活动 

教育目标是教学活动的起点、灵魂,

也是选择教学内容、确定教学方式、设

计教学方法、评价教学结果的重要依据。

首先,教学目标必须依据《指南》中的相

关要求,遵循“最近发展区”理论,根据

布鲁纳的教育目标观从三方面设计符合

幼儿特点的教学目标。其次,教学目标应

充分发挥商派面塑民族性、继承性的特

点,设计具有本土特色的教学活动。最后,

教师要通过多种途径丰富自身对商派面

塑的了解,探索商派面塑的多种教育价

值,开展多元化的具有延续性教学活动,

在全面了解商派面塑的同时促进幼儿多

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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