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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材料在幼儿园美术活动中的应用与实践 
施玉燕 

（新华三村幼儿园  226001） 

摘要：生活化材料对于幼儿美术教学来说是有效材料之一，直接促进了幼儿美术教学的积极推进作用，本论文用观察法观察幼
儿的行为表现，用交谈的方法了解老师对生活化材料参与课堂的认识，针对全文中存在的问题给予相应的对策，为以后的幼儿教育
者提供理论基础，旨在对幼儿生活化材料教学的指导策略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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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界定 
1.生活化材料 
生活化材料属于儿童的基本活动应该与幼儿生活相联系，

正如伟大教育家杜威的观点；“生活即生活化材料，生活化材料
即生活”。生活化材料的内容来自于真实社会，所以生活化材料
中有社会的影子。第二，虽然生活化材料来自生活但他也有自
己的独特性，他来自幼儿的生活经验但又不同于现实生活。例
如；“娃娃家”生活化材料，幼儿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社会的观
察得来的。 

2.幼儿美术 
美术，也被称为空间艺术、视觉艺术，运用相应的物质材

料、手段（如绘画用的颜料、纸、笔、雕塑材料等），通过独特
的艺术语言（线条、形状、色彩）塑造的静态的，并在相应时
段可以展现，表达作者对客观世界具体事物的情感和生活美化
的一种艺术形式。由定义可知，美术也是艺术中的一种，通过
使用独特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 

幼儿美术，就是三至六七岁儿童所从事的造型艺术活动，
包括涂鸦、绘画、手工和美术欣赏等，反映的是儿童最真实、
最纯真的内心世界。美术是艺术活动他也是表达感情的最佳手
段和方法，在最佳育婴师的节目里面那个育婴师就说这位小朋
友画的画中黑色太多，这也是他自己真是的内心世界。由此可
见，美术也可用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也提高一个人的审
美水平。 

二、生活化材料应用于幼儿园美术教学活动中存在问题 
（一）生活化材料在美术教学中的参与度不高 
通过四周时间对新华三村幼儿园三个大班幼儿美术教学活

动的观察，发现在他们幼儿园美术课使用传统的方式来传授，
从笔者的短期观察发现这所幼儿园的美术课主要以模仿为主，
他没有给幼儿提供思考的空间。美术课上课模式单一，课堂氛
围死气沉沉、并且老师们总觉得生活化材料跟美术是两个不搭
边的活动，没法融合到一堂课中，这种不成熟的想法就影响使
得这两种活动的分离。但是老师没有意识到生活化材料可以让
幼儿更真实的表现自己，这样也有利于老师对幼儿的了解，为
课程评估提供依据。同时生活化材料的参与可以使幼儿园充满
生命力。 

（二）应用于美术教学的生活化材料资源及材料有待开发 
在幼儿园的生活中生活化材料资源是个广义的概念，他不

仅包括幼儿园还包括社区、家庭、室内、室外、线上、线下等
各种资源。但在实际的教学中老师所获得的美术教学知识的获
得也只是从网上得来，网上获得的知识有他的局限性，老师不
了解具体情况而搬到自己的幼儿园有时可能会产生不理想的效
果。正所谓“纸上谈兵”。幼儿老师在组织美术教学活动时不应
只把眼睛局限于教室内，需要带幼儿们看看教室外的世界，让
幼儿跟大自然近距离接触。通过与大自然的近距离接触可以培
养幼儿的观察力，除此之外老师在平时的美术教学活动中需要
多开发家庭资源、社区资源，美术教学中的所有素材都来至于
生活中。 

三、生活化材料在美术教学中应用的策略 
（一）加强老师的专业培训，提高老师对美术教学的认识 

老师在工作前、工作后进行培训是很有必要的。专业的老
师在教学过程中就能很轻松地完成教学，并会提高教学效果。
从所调查的幼儿园发现对幼儿园美术老师进行专业化培训迫在
眉睫，在幼儿美术老师上岗前给予相应的职前培训，加强相关
知识的学习，提高老师理论基础的同时老师就会有更深刻的认
识，认识之后再在教学中加入生活化材料就会容易很多。在幼
儿老师工作以后要经常组织老师观摩优秀幼儿老师的教学，观
摩优秀老师的教学可以给幼儿老师一定的启迪，有利用幼儿老
师在以后的教学中打开自己的思维。此外幼儿老师自身应该又
乐于提高自己的意识，激起幼儿老师的内部动机。这样，多一
些专业的培训，教师就会学到更多的美术教学知识，知识作为
活动进行的理论基础，理论做指导有利于灵活组织课堂活动。 

（二）提供多元化的生活化材料资源及材料 
美术教学有不同于其余学科的特殊的地方，例如，美术教

学需要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主要培养幼儿的动手，美术教学
对待幼儿的作品评价方式是不同的，没有一个规定的标准来评
价这幅作品的好与不好。根据操作性的特点，就需要多提供有
利于幼儿动手的生活化材料材料。根据幼儿的年龄，选择种类
多样、丰富的材料，根据各方面的不同投放合适的生活化材料
材料。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幼儿美术教学活动中增加一些适合
不同年龄段幼儿的生活化材料材料。例如，树叶贴画，涂鸦画，
利用彩笔在树叶上进行添画；还可以利用泥巴进行泥塑，然后
让幼儿把泥塑画下来；此外还可以利用生活中废旧的材料进行
手工制作，比如，用废旧的药盒制作汽车，然后可以让幼儿把
他们自己制作的大小小汽车画下来。最后，如果把幼儿的这些
作品展示出来，我相信他们的内心一定会充满激动和自豪。这
样会增加幼儿对生活化材料的兴趣，让美术教学活动变得更加
有意义。 

结语 
生活化材料是是大多数幼儿所喜欢的。通过论文的研究发

现生活化材料与教学的结合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由此可
见，大家的勇于挑战、敢于创新的意识还是很淡薄，他们墨守
成规、不知变通是教学的失败所在。作为一名幼儿园老师，祖
国未来的希望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应该培养幼儿的创新性思
维，思维的培养就需要我们给幼儿提供机会，生活化材料的参
与不乏是个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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