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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为陶艺概述，第二章为陶艺的制作原料和工具，第三章为陶艺的制作技法，第四

章为陶艺的装饰技法，第五章为陶艺的釉料，第六章为陶艺的烧制工艺，第七章为中外陶艺作品欣赏。本

书层次清晰、内容翔实，以实训为重点，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实际案例入手进行分析讲解，帮助学生

有的放矢地学习，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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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都表明，职业教育是提高国家

核心竞争力的要素。职业教育的这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职业教育

承载着满足社会需求的重任，是培养为社会直接创造价值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的

教育。职业教育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是促进就业的需要。其二，职业教育还承载着

满足个性发展需求的重任，是促进青少年成才的教育。因此，职业教育既是保证教育公

平的需要，又是教育协调发展的需要。

这意味着，职业教育不仅有自己的特定目标———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以

及与之相关的就业需求，而且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促进不同智力群体的个性发展，以

及与之相关的智力开发。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加之学

校职业教育又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因此职业教育与经济、与企业联系不紧，导致职业教

育的办学未能冲破 “供给驱动”的束缚；由于与职业实践结合不紧密，职业教育的教学

也未能跳出学科体系的框架，所培养的职业人才，其职业技能的 “专”、“深”不够，工

作能力不强，与行业、企业的实际需求及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相距甚远。实际上，这也

不利于个人通过职业这个载体实现自身所应有的职业生涯的发展。

因此，要遵循职业教育的规律，强调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在做中学”，“在学中

做”，就必须进行教学改革。职业教育教学应遵循 “行动导向”的教学原则，强调 “为了

行动而学习”、“通过行动来学习”和 “行动就是学习”的教育理念，让学生在由实践情

境构成的、以过程逻辑为中心的行动体系中获取过程性知识，去解决 “怎么做”（经验）

和 “怎么做更好”（策略）的问题，而不是在由专业学科构成的、以架构逻辑为中心的学

科体系中去追求陈述性知识，只解决 “是什么” （事实、概念等）和 “为什么” （原理、

规律等）的问题。由此，作为教学改革核心的课程，就成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成功与否

的关键。

当前，在学习和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工作过程导向的

课程开发思想已逐渐为职业教育战线所认同。所谓工作过程，是 “在企业里为完成一件

工作任务并获得工作成果而进行的一个完整的工作程序”，是一个综合的、时刻处于运动

状态但结构相对固定的系统。与之相关的工作过程知识，是情境化的职业经验知识与普

适化的系统科学知识的交集，它 “不是关于单个事务和重复性质工作的知识，而是在企

业内部关系中将不同的子工作予以连接的知识”。以工作过程逻辑展开的课程开发，其内

容编排以典型职业工作任务及实际的职业工作过程为参照系，按照完整行动所特有的

“资讯、决策、计划、实施、检查、评价”结构，实现学科体系的解构与行动体系的重

构，实现于变化的、具体的工作过程之中获取不变的思维过程和完整的工作训练，实现



　　　　　

实体性技术、规范性技术通过过程性技术的物化。

近年来，教育部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组织了我国职业教育史上最大的职业教育师资培训项目———中德职

教师资培训项目和国家级骨干师资培训项目。这些骨干教师通过学习、了解，接受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

式，结合中国的国情，开发了更适合中国国情、更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结合我国正在探索的职业教育课程改革，邀请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专家、企业技术

专家和企业人力资源专家，特别是国家示范校、接受过中德职教师资培训或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的高职院校

的骨干教师，为支持、推动这一课程开发应用于教学实践，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相关教材的编写。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这一探索，有两个特点。

第一，课程设置针对专业所对应的职业领域，邀请相关企业的技术骨干、人力资源管理者及行业著名专

家和院校骨干教师，通过访谈、问卷和研讨，提出职业工作岗位对技能型人才在技能、知识和素质方面的要

求，结合目前中国高职教育的现状，共同分析、讨论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通过科学合理的调整、增删，确

定课程门类及其教学内容。

第二，教学模式针对高职教育对象的特点，积极探讨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根据工作过程导向课程

开发的实践，引入能够激发学习兴趣、贴近职业实践的工作任务，将项目教学作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

能力的主要教学方法，把适度够用的理论知识按照工作过程来梳理、编排，以促进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新

的教学模式的建立。

在此基础上，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了这套规划教材。我始终欣喜地关注着这套教材的规划、组

织和编写。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敢于探索、积极创新的精神，应该大力提倡。我很乐意将这套教材介绍给读

者，衷心希望这套教材能在相关课程的教学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得到读者的青睐。我也相信，这套教材在使

用的过程中，通过教学实践的检验和实际问题的解决，不断得到改进、完善和提高。我希望，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社能继续发扬探索、研究的作风，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的改革之中，作出更

大的贡献。

是为序。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主编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

教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职教课程理论与开发研究会主任

姜大源　 教授

２０１０年６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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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艺是“火与土”的艺术。陶艺作为一门艺术学科，近年在国内外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称赞与喜爱。陶艺以独

特的艺术魅力感染着人们，它的造型、材质、肌理、构思、创意都能体现创作者的个性和感受。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泥

土赋予了陶艺淳朴、厚实和富于变化的自然之美。陶艺在火的洗礼中变得更加美丽、充满变幻的魅力，给人们带来

了希望和光明之火。

陶艺作为新兴的艺术门类，并列于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它区别于一般的日用陶瓷制品，又与绘画、雕塑等

艺术学科在表现技法、造型语言、形式风格、肌理材质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区别。

现代陶艺是现代艺术家、工艺师借助某种陶瓷材料，运用泥土特有的“形式语言”，通过各种装饰手法来表达人

与自然的关系与思想。现代陶艺从日用陶瓷产品中演变而来，它们的制作工艺有相同之处，日用陶瓷注重实用性、

功能性，而陶艺不受实用性和功能性的限制，更加充分地展示创作者的创造理念、个性特征，更能体现作品的艺术

美感和独特的造型艺术。陶艺制作的雕塑如图１－１至图１－３所示。

图１－１　陶艺制作的雕塑１

图１－２　陶艺制作的雕塑２

　　　

图１－３　陶艺制作的雕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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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陶艺的特性

陶艺的特性有三个：一是艺术性，二是工艺性，三是科学性。

一、 陶艺的艺术性 ＯＮＥ

陶艺同其他艺术学科一样，讲究艺术上的完美和独特，创作前一般把艺术性放在首位。陶艺属于造型艺术的

范畴，在造型艺术上注重形态的美感表达，例如造型的变化、装饰和个性特征，之后运用材质、色彩、技法、肌理、风

格、内涵等综合的艺术表现形式，才能创作出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因此，陶艺通过作品的造型、肌理、材料、装饰、

釉色来表达创作理念，满足现代人回归大自然的审美心理。

为适应不同的审美需求，陶艺在表现形式上不拘一格、变化多样、风格不同，既有材质上的区别，如陶制胎、瓷

制胎、炻制胎及综合材质，又有粗糙和细腻之分、大小造型之分，也有种类的不同，如粗陶、饰釉彩绘陶瓷、挂盘、壁

画、壁饰、器皿等。陶艺作品如图１－４至图１－１０所示。

图１－４　陶艺作品１

　　　

图１－５　陶艺作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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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陶艺作品３

　　　　　　　

图１－７　陶艺作品４

图１－８　陶艺作品５

　　　　　　

图１－９　陶艺作品６

图１－１０　陶艺作品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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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艺在艺术风格上各具特色，分为原始风格、古典风格、民间风格、现代主义风格和后现代主义风格等几种。

不同风格的陶艺作品如图１－１１至图１－１９所示。

图１－１１　陶艺作品８

　　　

图１－１２　陶艺作品９

　　　　

图 １－１３　陶艺作品１０

图１－１４　陶艺作品１１

　　　　　　

图１－１５　陶艺作品１２

图１－１６　陶艺作品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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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７　陶艺作品１４

　　　

图１－１８　陶艺作品１５

图１－１９　不同艺术风格的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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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原始风格

原始风格的特点是造型粗犷、不加雕琢，表现一种稚拙、古朴的形式美。这种不加雕琢的烧成印迹，唤起了人

们对泥土的眷恋、对火的向往，体现了回归自然、向往生命的审美“艺境”，符合工业革命后人们的一种叛逆的需求

与观念。

２．古典风格

古典风格也称传统风格，是创造性地发挥传统的优势，不是全部照搬传统的造型，不再完整求全，也不再注重

传统的技艺和造型、典雅的纹饰、精湛的工艺，而是注重体现一种对古典美的追求与向往，将传统技艺与现代表现

手法结合在一起，在古典造型艺术的基础上加以变化，形成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带给观者一种独特的视觉享受。

３．民间风格

民间风格的特点是淳朴自然、简练大气，从民间吸取营养，运用泥塑和陶器的表现技法，表达了一种极其朴素、

自然的审美情怀，有人物、动物、植物等造型。它体现的是一种民俗、民风，带给人们一种淳朴的乡土情怀。民间风

格的作品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大气自然，达到一种回归自然的效果。

４．现代主义风格

它不再注重传统造型的实用性和功能性，而是注重作者的想象和个性的表现，突出材料的主题性和作品的寓

意性。由于受到现代艺术观念的影响，吸收了现代派的表现技法，用抽象、概括的表现形式体现作者的思想与创

意，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寓意性和哲理性。

５．后现代主义风格

它延续现代主义风格所倡导的创新理念与个性发挥，强调作品的多元性。它在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吸取传统

风格之精华，表现作品的时代性、风格性、地域性，注重天人合一，回归自然，表达一种贴近自然与生活的艺术形式。

陶艺的艺术风格形式各异，但都在追求形式美，都带给观者以美的视觉效果。利用黏土的柔韧性、可塑性，加

上作者的创意思维和变化万千的表现手法，创作出惟妙惟肖的陶艺作品，突出的节奏与韵律之美、纹理与釉色之

美、统一与变化之美，表现一种自然、和谐的艺术效果，展示陶艺作品的独特而富于变化的艺术魅力，展现陶艺作品

的艺术性，表达陶艺作品的“艺术语言”。

二、 陶艺的工艺性 ＴＷＯ

陶艺创作过程不仅要具备创意设计构思，还要经过专业、复杂的制作和烧制过程。一件陶艺作品要经过十几

道，甚至几十道科学、严谨的工序才能完成。完美的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不但要有独特而巧妙的构思，而且要经过

十分烦琐的工艺过程才能实现。作品注重工艺流程，表现创作意图，在创作过程中不断修正、完善。陶艺工艺流程

的每一个环节都具备很多操作工序，陶艺作品融入了作者的心血和付出的代价。

陶艺的工艺流程为：选择泥料—制土—练泥—成形—装饰—配釉—施釉—干燥—烧制—成品。

三、 陶艺的科学性 ＴＨＲＥＥ

两件造型相同的陶艺作品，选择不同的材料和釉料带给人们的视觉效果也是不同的，这就是陶艺的科学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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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不同的泥料、釉料在不同的烧制环境下产生不同的色釉变化。泥料的选择、釉色的配方、烧制的过程几大环

节都要体现科学原理，不仅要注重泥料、釉色的选择，还要注意烧制温度，才能创作出完美的陶艺作品。

第二节

　　　中国陶艺简史

陶艺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陶艺历史悠久、技术精湛，为世界所瞩目，享誉全球。中国

陶艺是人类文明史的标志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与象征。

新石器时代以“彩陶”、“黑陶”为象征。当时人们为了定居生活和食物存放，原始陶器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相

继出现。此后出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我国原始艺术发展史上的两座丰碑。仰韶文化又称为彩陶文化。彩

陶作品在河南、陕西最多。彩陶的制作方法采用泥条盘筑，绘料采用锰、铁等矿物原料。彩陶文化还包括大汶口文

化、马家窑文化等。彩陶作品如图１－２０至图１－２８所示。

图１－２０　彩陶作品１

　　　　　　

图１－２１　彩陶作品２

图１－２２　彩陶作品３

　　　　　　

图１－２３　彩陶作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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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４　彩陶作品５

　　

图１－２５　彩陶作品６

　　

图１－２６　彩陶作品７

图１－２７　彩陶作品８

　　　　

图１－２８　彩陶作品９

龙山文化陶瓷出土于山东，包括黑、灰、红、白等多种陶器，最突出的是黑陶。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快轮成形的

工艺技术，龙山文化陶瓷造型形态规整、薄厚均匀。龙山文化陶瓷如图１－２９至图１－３１所示。

图１－２９　龙山文化陶瓷１

　　　

图１－３０　龙山文化陶瓷２

　　　

图１－３１　龙山文化陶瓷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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