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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选课“陶瓷艺术与制作”教学机制革新研究①

李权, 严岩, 于坤, 宋春林, 刘岗

西南大学 材料与能源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为全面提升面向非材料专业大学生的“陶瓷艺术与制作”授课与学习效果,针对前期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从课程定位、学习内容、教学方法、实验课程及考核过程等方面进行教学革新,并提出具体举措.教学实践表

明,学生的课堂参与度高,实验作品质量显著提升,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通过理论课程及实验课程的学习,

不仅对陶瓷材料与陶瓷艺术有了更科学、深入、全面的认识,而且切实提升了人文素养、科学素质及实践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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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teachingeffectofthe“CeramicArtandProduction”coursefornon-mate-
rialdisciplinecollegestudents,theteachingreformmeasuresofthecourseareelaboratedfromtheaspects
ofthecoursepositioning,thecoursecontent,teachingmethods,experimentalcoursesandtheassessment
processinviewofproblemsexistedintheearlyteachingprocess.Theincreaseinstudents'enthusiasmfor
classparticipationandtheimprovementofthequalityofexperimentalworksshowedthattheteachingre-
formofthecoursehadachievedgoodresults,andstudentsgotamorescientific,in-depthandcomprehen-
siveunderstandingofceramicmaterialsandceramicartthroughthestudyoftheoreticalcoursesandexper-
imentalcourses,soastoimprovehumanisticliteracy,scientificqualityandpracticalinnovatio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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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代表之一,我国历史上不同时代陶瓷具有其非常典型的技

术与艺术特征[1-3].经过数千年的科技发展,陶瓷工艺技术得到长足发展,陶瓷以其原料广、成本低、熔点

高、硬度高、耐磨性好、抗氧化、抗热震等优异性能成为现代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物品[4-6].陶瓷不仅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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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餐具制造、卫浴建材及工艺鉴赏品等,更是广泛应用于机械、冶金、化工、环保、催化、隔/防热等工业生

产与军工领域.开设陶瓷类公共选修课,从陶瓷发展历史、艺术特点、制造过程与科学技术知识等多方位整

体把握其文化内涵,可以让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了解到陶瓷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内涵.通过欣赏历代众多精

美的陶瓷艺术品,领略中国人独有的自然观和思维方式,进而思考传统与现代技术的关系,增强同学们的

民族自豪感、爱国自信心,促使其自发地去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7-8].了解传统陶瓷制备工艺及现代

陶瓷发展现状,有利于掌握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对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

质具有重要意义[9-12].
以前该课程与大多数传统课程一样,以教师按书本主要内容的顺序讲解陶瓷发展史、鉴赏方法与价

值,以及传统陶瓷制备全流程等内容为主,这种僵化、机械的方式导致学生课前、课上及课后基本不用动

脑,全程被动听课就能接收一些知识,但繁杂的知识和充满挑战的实验导致学生厌学及敷衍实验的情况时

有发生,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达成提升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的教学目标.基
于此,本文从明确课程定位、调整课程内容、革新教学方法、强化实验教学及优化考核过程等方面阐述该

课程的教学改革措施,以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培养其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1 明确课程定位

“陶瓷艺术与制作”课程是以西南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材料物理专业为依托,以“陶瓷工艺学”、“无机

非金属材料导论”、“结构陶瓷”等课程资源为基础,设立的面向非材料类大学生的文化与科学素质类公共

选修课,旨在通过陶瓷这一中华文明的经典样式,从陶瓷的历史背景、审美特点、工艺过程与科技含量等

方面多方位把握其文化内涵,让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了解与国同名的陶瓷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内涵,同时熟

悉相关的陶瓷科学技术知识;在全流程动手动心实验课程中,用朴素的泥土表达心怀久远的心灵图像.通
过理论课程及实验课程的学习,让非材料类大学生对陶瓷材料与陶瓷艺术有更科学、深入、全面的认识,
领略陶瓷的无穷魅力和伟大创新,实现从参与整个工艺制作流程到提升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的教学目标.

2 调整课程内容

西南大学是由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而成,相关学科总体上表现为院大人多,属于优势和

强势学科,例如2022年上半年一个30人组成的班级涉及文史哲相关专业(汉语言、英语、绘画、广电编导、
哲学、工商管理)学生14人,农学类专业(植保、园林园艺、茶学、自然生态)的学生8人,其他为计算机、
数学师范类、地理科学类等学科专业的学生.衍生于材料与能源学院的“陶瓷艺术与制作”的教学内容就需

要基于学生的背景进行调整,有关原料、坯料具体化学组成、微观结构、坯体和釉料的配料计算及陶瓷烧

结理论等内容对文科、管理学、农学或跨专业工科生等学生显得过于深刻和抽象,因此学生对这些理论知

识兴趣不足.
为了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们的艺术鉴赏能力、人文素养和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能力,达到

培养具有高尚爱国情操、民族自豪感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课程目标,需要对课程内容进行增减,减少专业

的、晦涩的理论体系知识,增加大部分学生能接受、感兴趣、用得着的内容.如删除原料具体化学组成与结

构、坯体和釉料的配料计算及陶瓷烧结理论、窑具、陶瓷显微组织结构、制品缺陷分析等理论内容;在绪论

部分增加和强化我国陶瓷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辉煌成就,从陶到瓷的三大飞跃及我国各时期所取得发展的内

容;原料部分主要介绍黏土、石英、长石等三大类原料及它们各自的性质和作用,其他更为细分的部分内

容作为课后阅读资料;坯料部分主要介绍不同坯料类型及相关成型性能,删减坯料配料计算等部分;釉料

部分主要介绍釉的作用、分类、特点及施釉工艺,并简单介绍坯釉适配性的原则和重要性,删减釉料配方、
釉层形成过程的反应、析晶等;增加陶瓷的成型工艺,特别是3D打印等新型成型工艺的介绍,坯体干燥的

作用、过程与方法;强化陶瓷装饰章节内容,并让同学们根据所学知识结合个人爱好,学以致用地设计自

己陶瓷作品的装饰,有效激发其学习热情的同时提升创新设计能力;增加陶瓷艺术鉴赏章节及陶瓷与日常

生活相关的知识介绍(如岩石鉴别、特种陶瓷的先进工艺与性能、新型的卫浴建筑陶瓷等),拓展丰富学生

的知识储备,不再将陶瓷单纯地视为一种材料,而是与制造、国防、生命、文传等多学科融合发展的有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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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及文化传承媒介.

3 革新教学方法

根据知识点的难易及重要程度将教学内容梳理为学生课前、课后自学为主的课外知识点和课堂教学为

主的线下知识点;线上知识点在学习通上上传包括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宣传片、景德镇制瓷天工开物72道

工序、陶瓷原料的鉴定与选择、阿波罗瓷砖制备工艺流程、手工拉坯制备陶瓷、机器滚压成型制备陶瓷、碳

化硅陶瓷刹车片生产工艺流程、古陶瓷鉴定、建筑卫浴陶瓷工厂生产流程、斗彩鸡缸杯背后的历史故事、

3D打印成型工艺品陶瓷及陶瓷基电子元器件、陶瓷艺术设计、陶瓷装饰与造型搭配等视频或文献资料,方

便学生课前、课后学习,不仅可以拓展学生们对陶瓷领域的认识,也有利于其理解并掌握课堂上重要知

识点.
课堂教学方式上改变传统讲授法中的师生信息单向传递交流方式,通过学习通软件自带的投屏功能及

附带的课堂提问(根据参与度决定是选人或抢答模式)、知识主题讨论、随堂测试等多种方式转变为师生交

流、生生交流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另外由于上课学生来自十几个不同的学院,同学之间陌生,缺乏了解

且一般不愿意主动互相交流,可根据实验中所用的实验设备将同学们分成3组,以团队任务的形式发布讨

论、设计优化等任务,要求团队派出代表来阐述本组的创意来源、设计思路及最终作品的达成度,由于同

组同学的专业背景差异巨大,相关的沟通会很热烈,团队协作更频繁.沟通交流的方式能较快地拉近同学

之间的距离,培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同时也培养了团队协作能力.

4 强化实验教学

实验内容主要有陶瓷的成型、干燥、修坯、装饰和施釉、烧成等5个部分,强化的地方:①陶瓷的成型

工艺实验课时增加一倍,成型方式从单一拉坯成型方式改为可选择雕塑、捏塑、拉坯及注浆成型等多种可

选的成型方法,既解决了2~3人用一台拉坯机的拥挤也可照顾到同学们不同的兴趣、特长;②干燥方式突

出自然干燥和烘箱热风干燥的对比,同学们通过测量坯体成型后和干燥后的尺寸来计算干燥收缩率,并根

据坯体外形是否开裂、干湿手感来判别两种干燥方式的区别;③装饰和施釉实验中,给同学们提供多达12
种颜色料的选择及多种工具、提供透明釉和裂纹釉两种釉料以便同学们根据自己的爱好来设计和创作作

品.实验课程强化后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得到更多的锻炼,个性化、多元化发展得到更好的发挥,实验作品的

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

5 优化考核过程

作为公共选修课,更注重借助学习通记录的平时表现来考核评定学生的学业表现.具体来讲,课外考

核,通过学生在学习通里观看或阅读课程资料的次数以及观看后提交的读后感和赏析来进行考核;课堂上

考核,通过学习通统计学生参与讨论、答题、课堂作业等互动活动和交流的次数来进行考核,以培养其口

头表达能力,阐述自己的理解,答案正确与否在其次;实验课考核,根据学生制备的最后作品的造型、配色

等阐述其创意理念和作品达成度来考核,主要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及团队协作动手能力;期末考核,尽量

弱化期末试卷难度,主观题目占比较大,且题目大多是平时课堂讨论或课堂作业中提及到的,让同学们都

能根据所学知识、所动手制作作品的经验,做到有话说、想说话,培养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和书面表达能

力.具体占比见表1.
表1 考核占比

课外考核/% 课堂上考核/% 实验考核/% 期末考核/% 合计/%

20 30 30 20 100

6 革新效果与结论

“陶瓷制作与艺术”公共选修课进行教学改革后广受学生欢迎,教学班人数达到学校的满额要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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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软件的提升,特别是借助教学软件学习通完善和丰富的功能,教学革新水到渠成,顺利实施.革新后

该课程有以下特点:教师可向学习通上传丰富的文献、图片及视频等课程资源,学生可欣赏到古今中外优

秀的陶瓷艺术作品,并非常直观地感受到美的形式;加强对陶瓷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艺术史和技术发展

史的学习,不仅可以拓展知识面、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还可以了解我国历代精美陶瓷艺术品的辉煌成

就,坚定民族自信;教学内容和课程资料更能结合学生所学专业,而分享陶瓷在艺术、日用品、建筑卫浴、
智能制造、材料、化工等行业中的发展及作用,既开阔同学们的视野,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科交叉

融合创新能力;课堂教学交流形式的丰富及考核比值的加大有效地提高了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

性,既夯实了基础知识的学习,又锻炼了包括口头表达、归纳总结、逻辑推理、团队协作等能力.
总之,采用明确课程定位、革新授课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加强实验教学、优化考核过程等方式对“陶

瓷艺术与制作”进行教学革新,丰富了课程教学资源,使教学内容更加贴切、教学形式愈发多样化,最终充

分调动了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热情.此外,革新后课程更注重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表达能力、艺术审美

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能力的培养,更加契合该课程对开阔学生视野、拓

展知识面,提高艺术修养,提升科学、人文素养,培养爱国主义及继承传统文化涵养性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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