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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坚持绘画日志的好习惯 
刘利敏 1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  焦作  454000） 

摘要：绘画生来就喜欢绘画。它是孩子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表达情绪、情感的天然方式。可以说，绘画在孩

子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绘画日志则是孩子用绘画形式所记录的日记，是孩子用自己特有的语言记录着自己生活的

点滴，是他们对情感最自然的表达，也饱含着孩子对生活的理解和想象。本文从绘画日志的作用、内容、实施、坚持几个方面入手，

帮助家长培养孩子坚持绘画日志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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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绘画日志的作用 

绘画日志作为个体化的活动，具有易操作、意外化、易解读等优点，

可以帮助孩子开发右脑，培养想象力、创造力，挖掘潜能；还可以培养

孩子留心观察生活中的人、事、物，养成孩子勤观察、勤思考、勤记录

的好习惯。如果孩子在幼儿园能够养成每天绘画日志的习惯，可以为顺

利实现幼小衔接做好准备，为上小学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做好铺垫，为

家长以后减少很多的催促与烦恼。而且孩子坚持绘画日志，是他们展露

心声的最佳宣泄渠道，还能与语文教学、绘画教学等常规学习相结合，

对孩子整个思维的发展乃至优良学习品质的形成特别有帮助，一举多

得。尤其孩子在幼儿园时期能够培养起绘画日志的好习惯，可以帮助孩

子塑造从生活中去发现美、创造美的思维模式，更加热爱生活。对于家

长来说，通过解读孩子的绘画作品，也可以读懂孩子的内心，更贴切地

理解孩子，架起亲子沟通的桥梁，实现亲子关系最佳化，教育效果最优

化。 

二、绘画日志的内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首先，绘画初期，孩子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对

绘画技能要求并不高。可以是孩子的所见所闻，也可以是他们的所思所

想，自由、无拘束，鼓励“原生态”的作品，只要孩子能够自圆其说就

可以。之后再慢慢引导孩子地画白天所做的事，即画出家长心中的日记。

这需要一个过程，作为家长需要像“牵着蜗牛去散步”一样慢慢等待和

翘首期许。其次，绘画日志源于生活，孩子要每天有事可画。这就对家

长提出了潜在要求，我们要给孩子创造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成长环境。不

妨下班后放下手机，与孩子一起游戏、玩耍、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等，落

实幼儿园“幸福家庭 123”行动，即家长每 1 天用 20 分钟全身心陪伴孩

子做 3 件事。事实证明，丰富的生活经验可以丰富孩子的创作灵感。而

且在亲子陪伴过程中，家长还要关注孩子的关注点，通过亲子互动，引

导孩子自由、积极的绘画创作。 

三、绘画日志的实施 

既然是日志，就是要有规律，坚持每天记录。首先让孩子在每天固

定的时间、固定的场所做着同样的事——绘画日志，并且给孩子的绘画

时间赋予一个不一样的意义，可以用创作时间、HAPPY 时间等命名，

通过给时间命名激发孩子绘画的动机与兴趣。在绘画之前，家长可以坐

下来先与孩子一起回忆白天的事情，让孩子自己从中选择其中一件画出

来，给孩子充分的自主权，再确定绘画的主题与思路。一旦定下来绘画

的主题，孩子就可以寻找绘画素材，绘画也就可以真正开始了。可有很

多家长反映，孩子不会画了怎么办？此时家长要耐心引导，与孩子一起

研究要绘画内容的特征，从哪里入手画起，帮助孩子克服时下困难。即

使孩子画出来的作品与我们的构思相差甚远，也千万不要打击孩子。更

重要的是，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解决问题，培养了

克服困难的信心与勇气。至于孩子画的是什么，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但绘画时切记不要让孩子临摹其他作品，因为临摹不是创作，称不上作

品，这样会扼杀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不过家长可以让孩子先看别人

作品，看完后把书放一边，自己根据书上“表象”去作画，比临摹好一

些。 

四、绘画日志的坚持 

绘画日志大有益处，但要想让孩子爱上绘画并坚持下来并非易事，

这需要我们家长在理解儿童心理的前提下去鼓励和引导。首先，对于孩

子的绘画作品，不论画的是什么、怎么样，家长都要给予充分的好奇和

欣赏，让孩子对自己的绘画创作充满成就感。比如家长可以说：“哇！

作品这么丰富，能告诉妈妈你是怎么做到的吗？可以给我们讲一下

吗？”诸如此类的语言，用夸张的语调、表情跟孩子对话，引导孩子不

仅会作画还会讲画，并激发他们下一次创作与讲述的欲望。当孩子讲述

绘画作品时，孩子说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可以给予适当引导，但千万不

可否定、打击等。如果家长批判孩子画的什么都不是，或者一点都不像，

打击的不仅仅是这次绘画的作品，还挫伤了孩子成长的动力与自信。实

践证明，有效的评价可以拓展孩子的思维，激发幼儿的灵感，弥补幼儿

能力的不足。其次，当孩子的作品讲述完毕后，可以根据引导让孩子适

当修改，也可以直接与孩子一起，用特殊的方式把作品保存起来。比如

裱起来、贴墙上等。随着日志的增多，我们也可以找个档案盒，让孩子

把每次的绘画作品都装进去，再找个孩子方便存取的地方存放起来，下

次创作时他们可以自己去拿，不仅养成了良好的绘画习惯，还促使孩子

养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优良生活品质。 

绘画日志是培养孩子语言表达、艺术感觉等的有效载体。“三岁看

大，七岁看老。”孩子自幼养成良好的绘画习惯，对其以后的学习及成

长有益无弊。在孩子绘画创作过程中，家长要不失时机地循循善诱，以

话促画，以画引话，逐步发展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创新能力等，

为孩子个性的健全发展开启一扇门，顺利步入快乐学习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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