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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小月儿，是在“爱尚陶”工作

室的一次“节气公益陶”活动现场。当时活

动主办方联络人领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

来和我打招呼。这个小姑娘就是小月儿，她

看到我，低着头，目光落在我的脚背上，很紧

张地说了一声“朱老师好”。我回应“你好”，

想牵她的手坐下，她缩了缩身子，躲开了。

当其他的小朋友都坐下来，跟我一起“下下

雨、揉揉泥”，玩起桌上提前准备好的泥时，

小月儿却没有动，只是看着其他小朋友。我

注意到她的“与众不同”，没有马上过去，而

是拿了块和好水的泥，边揉边说：“搓汤圆，

搓汤圆，我的汤圆还要一分钟。叮——”叮

一下，“汤圆”搓好了。小月儿慢慢靠了过

来。我轻轻地拉她的手，放到泥上，她没有

拒绝。揉了一会儿，我揪了一块泥开始“搓

汤圆”，她模仿起我的动作。我边揉边加上

了儿歌，她开始模仿我的句子。后来，小月

儿在一旁自己埋头做汤圆，完成了七八个

“汤圆”，每次她都把“叮”说得很响亮，配合

着“叮”一声亮出手心里圆圆的“汤圆”。这

时，我会迎着她的目光，给她一个大大的笑

容肯定，而她的目光也随之变得更期盼、更

明亮，好像我们之间的一个仪式。

小月儿是典型的“星星的孩子”。然而，

这一次，她主动靠近我了，主动投入到了陶

艺活动中，还主动地“大声”地说话了。我

想，也许儿童对泥和水的天然的兴趣，能让

陶艺成为自闭症儿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干

预法。

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陈鹤琴先生指

出，兴趣是学习的动力。《3-6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中指出，艺术是人类感受美、表现

美和创造美的重要形式，也是表达自己对周

围世界的认识和情绪态度的独特方式。陶

艺活动让儿童沉浸于一种好玩的游戏状态，

通过看一看、摸一摸、揉一揉等操作体验，运

用视觉、触觉加深对身边的事物的感知，不

仅可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还能提升其对

美的感受能力，激发其创造美、表达美的欲

望。正因为陶艺活动具有以上特点，才能更

好地引起自闭症儿童的兴趣点，干预、引导

其学习行为。

首先，陶艺活动能为自闭症儿童营造一

个安全、有趣的学习环境。星星的孩子情绪

不太稳定，对环境极其敏感。陶艺的主要原

料是来自大自然的泥土和水，是儿童所熟悉

的，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即使是第一次接

触，也不会因为材料的陌生而让人感到不

安。陶艺创作的过程，是一次无拘无束的

“玩泥巴”的游戏：整个教室都是可以活动

的，孩子们的身体是自由的，不怕弄脏衣物，

也不必端正地坐着，孩子们可以敲打、揉搓、

拉团泥巴，让情绪从指间流淌出来，也让自

己的想法通过作品表达出来。陶艺的创作

过程，本身就是一次疗愈。

其次，陶艺活动能助力自闭症儿童语言

能力发展。星星的孩子大多数是少言的，或

者小声、自言自语重复一些单调的词语，他们

更愿意用“做动作”来代替“说”。在儿童的陶

艺活动中，我们往往会设计一些具有反复性、

节奏性和韵律感的儿歌，来帮助儿童掌握操

作步骤。而这种边做边说的过程，很容易让

“星星的孩子”产生模仿的意愿，甚至在身体

的动作带动下自然而然地“说”了出来。

第三，陶艺活动还能发展自闭症儿童的

交往能力。正常的交往，对于星星的孩子而

言，是个不小的难题。工作室开展的“公益

陶”活动，往往是多名儿童共同参与的，在活

动中，教师可以通过行动、语言等多种方式，

引导星星的孩子观察生活，模仿他人，学会

交往。案例中的小月儿，从一开始说话时的

目光躲避，到最后能看着教师，与教师目光

交流，就是其走出人际交流困境的第一步。

从发现自闭症到现在不过百年，人类在

认识这种疾病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几乎用尽

了洪荒之力。目前，人类尚不明确自闭症的

成因，也没能找到一种完全治愈自闭症的药

物或治疗方法。但从儿童的变化中，我们或

许能看到希望，陶艺作为一种艺术疗法对自

闭症儿童的干预极具研究价值。未来，随着

研究的深入，愿每一颗“星星”都能在指尖上

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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