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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半刀泥”装饰技法拆解式教学方法探究
王筱静

丽水龙泉青瓷宝剑技师学院，浙江丽水，323700；

摘要：“半刀泥”装饰技法是龙泉青瓷装饰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装饰课程里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

展，“半刀泥”装饰技法呈现出多元化和综合运用的发展趋势，“半刀泥”装饰技法教学属于职校中高年级学生

的学习范畴，实际教学过程中，缺乏一些有效的教学方法和系统化的教学模式。基于此，从分析“半刀泥”装饰

技法风格入手，针对职校学生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半刀泥”装饰技法的有效教学方法。

关键词：职业教育；半刀泥装饰技法；教学方法

DOI：10.69979/3029-2735.25.2.055

引言

半刀泥”装饰技法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

经出现，两宋时期达到鼎盛。“半刀泥”装饰技法是职

高青瓷专业教学的基础内容之一，它具有纹样饱满灵动

具有韵律；刀法简洁流畅，行云流水潇洒恣意的视觉特

征。为了提高学生的“半刀泥”装饰技能，并给予学生

深刻的艺术熏陶，教师需要积极探究“半刀泥”装饰技

法教学的有效方法，并对教学中各各环节进行精细化的

梳理和探讨。

1“半刀泥”装饰技法的特征 

1.1“半刀泥”纹样风格特征

半刀泥的纹样也是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而发展的，早

期只是简单的描绘，以曲直线条为主图案装饰，因为宋

代绘画艺术空间的发展也影响周边的艺术门类，大部分

艺术都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意识倾向。其中体现在陶瓷装

饰上，较为明显的特征即是图案线条向绘画线的过渡。

图案线如“铁线描”，除了粗细、 长短、浓淡之外，

几无变化。多以图案形式体现，是传统工艺美术装饰常

用线型。宋代以来绘画线的逐渐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器

皿的装饰内容。“半刀泥”装饰纹样发展到后期题材涵

盖花卉、缠枝、龙纹、鱼虫、婴戏等。无论题材如何变

化，唯一不变的是它都是以各种不同效果的线条来组成

纹样的。

1.2“半刀泥”刀法的风格特征

“半刀泥”刻划花的主要手法为刻与划，以刻为主，

多为平刀侧入，一刀塑形，不作重复 ；以划为辅，单

复并用，辅助衬托，细节层次。与刻相对应的描法为国

画白描中的钉头鼠尾描和柳叶描。
［1］

具体表现为：主题

刻线，是“半刀泥”工艺的主体用线，以刀为笔，以刻

代画，塑造形体。平口刀刻线，刀面半入坯体，造成半

深半浅、干净利索、简洁流畅的刻痕。附体划线，是配

合主体刻线，而刻划的形体结构线，如花筋、叶脉、水

波纹等划线。最后是装饰点缀的篦纹线，是配合主体需

要的辅助划线，常以排纹出现，起到协调布局、增加画

面灵动感的作用，有着不可或缺的装饰意义。篦纹基本

是以排、带形式出现，在构图上起到了“面”的作用。

从刀法的风格特征我们不难发现，“半刀泥”区别于其

它陶瓷装饰技法是它单纯地用线来展示艺术的形式。

2“半刀泥”装饰技法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学生整体美术基础水平比较低

职业高中招生生源中，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很少，绝

大部分都是零基础。相较于高校美术生坚实的美术基础，

缺陷与不足就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专业技法学习上的问

题就是，学生学习过程理解缓慢、吸收慢、上手更慢。

即使是花了一段时间技法已经上手，但是由于美术基础

缺乏和美感不足，刻制出的纹样缺少韵律。

2.2 课程难度大，课时不足 

“半刀泥”装饰技法课程难度较大，此课程不仅涉

及基础白描绘画中，“线”的绘制功底，另外还涉及到

刻制时“半刀泥”刀法熟练掌握和运用的能力，最重要

的是灵活掌握半刀泥各类图样的构图知识。而这几个方

面都是需要实际操作过程中长期练习的积累和理论知

识的融会贯通。因此，看似“半刀泥”内容简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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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真正熟练掌握还是需要大量的课时安排，课时量有

限的情况下，教师教学逻辑和空间拓展会受到抑制，难

以保证课程的完整性，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抑制学

生创作灵感的技法。

2.3 囫囵吞枣式的教与学

职校专业课程都有技能等级测试，它的设置是为了

在每个学年阶段，都对学生技能学习成果有个达标性检

测。并授予相对应的技能等级证。这也是另一个桎梏教

与学的方面。课程主要内容要围绕技能等级检测范围，

教师的课堂内容涉及也不会绕开多远。就好比终点站是

罗马。技能等级测试就像是在路上设置的固定打卡点，

必须关关打卡成功，才能用剩余的时间领略罗马的风情。

问题是，测试已经耗损诸多时间。课时少，又必须分秒

必争的为等级测试服务，从另一个方面阻碍了教学逻辑

和空间拓展，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开发，以及创作灵

感的激发。

3“半刀泥”装饰有效教学方法

3.1 培养坚实的基础绘画素养 

迄今为止，青瓷“半刀泥”装饰已经历经了几千年

的传承与发展，演变得愈加完善，作品从简单质朴，到

随性潇洒，如今已经具有完整的构图，丰满的画面，纯

熟的雕刻技艺，内涵与气韵也在不断地变化与丰富中。

所谓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就是无论它变化的再多，都是

以线条表现内容。所以教师在青瓷“半刀泥”装饰教学

里一定要重视基础绘画素养。素描基础培养学生的画面

空间感，在刻制团的时候能够分清纹样的空间布局，前

后关系。色彩能够让学生理解颜色变化带来的视觉效果，

更好的运用刀法创造出深浅不一的刻制效果。白描更是

重中之重，学好白描线条美感，特别是钉头鼠尾描，游

丝描、柳叶描等都是在“半刀泥”常用的效果。有了白

描的坚实基础，为接下来课程学习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也能让学生快速进入良好的状态。

3.2 用拆解式方法学会画“半刀泥”纹样

在传统的“半刀泥”教学当中，一般是先让学生赏

析古今半刀泥的优秀作品。然后，复印几张具有代表性

的纹样，让学生临摹绘制。之后进入刀法训练和刻制完

整纹样的教学环节。传统的教学里虽然也是按照循序渐

进环环相扣的方式推展的，为什么学生总是很难融入学

习状态呢？在这里，我时常反思，我发现从一开始就经

常听学生反映不知道如何开始画？所以，症结其实出在

了教学的最初始阶段。是从一开始学生自己就无法搞清

楚怎么下笔，从哪里开始去画一幅完整的“半刀泥”纹

样。纹样的规律、纹样组成、纹样的意义等。对于他们

来讲都很模糊，知识一堆概念，并没有落实到每一根纹

样线条的细节上。

因此，我们从纹样拆解入手，把纹样从种类分成荷

花、牡丹花、动物、卷草等，把同一种类的纹样再次进

行拆解整理，找出其中的规律进行总结，并归纳成简单

易懂的语言。以荷花“半刀泥”纹样为例如（图 1）：

荷叶多半形状近似铃铛状，荷叶边类似花边一样，有节

奏的起伏；荷花的花头一般都是中间花心像括号（），

两边以花心为中轴，对开均等的有几对蜜蜂翅膀一样的

花瓣，运用的都是钉头鼠尾描线条。这样学生就能通过

这种拆解后的形象语言，快速学会画“半刀泥”纹样。

通过运用分类拆解归纳的学习方法，我们会发现，

绘制纹样的入门门槛降低了，学生能快速分辨出纹样种

类，进入绘制的时间段也明显缩短。大大的提高了学习

的效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了。所以把最基础的知

识点不断地拆解再拆解，是提升整体教学效率的有效途

径之一。

3.3 重视拆解与重构，不断提升与创新 

在拆解分组整个“半刀泥”纹样种类体系背景下，

“半刀泥”纹样刻制教学也应当积极不断深入与发展拆

解功能。把每一副单组纹样拆解成不同的结构“偏旁”

“部首”，让学生就像学习写文字一样把偏旁部首全部

都练顺畅了，再结合刻制刀法练习，完成“半刀泥”纹

样的刻制教学。我们还是以一副图为例（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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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先拆散图中所有结构，形成不同的单一“偏

旁部首”纹样，逐个练习。拆散之后，最终还是回到完

整的布局中重构画面。这就不是简单单调的无从入手的

临摹了，而是有意识的细化过程，从最小的结构练习线

条，再次重构画面的时候就是有序有节奏的组合过程。

拆解与重构，不但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还能给他们

足够的基础单一纹样做积累，创新出全新的属于他们自

己的“半刀泥”新纹样。

4 结束语

探究“半刀泥”装饰拆解式教学有效方法具有重要

的现实价值与意义，简单易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

拆解式的学习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

能提升课堂教学的效果，促进学生思维能力与创造能力

的发展。“半刀泥”装饰拆解式教学是结合了技术性教

学与创新性艺术教学于一体的教学内容，在实际教学过

程中，教师应当积极运用先进的教学手段，更新教学观

念，创新教学模式，激发学生课堂参与热情，进而达到

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推动“半刀泥”装饰技法教

学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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