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2 期） 

1363  

教学实践 

信息化技术在学前美术教学中的发展与应用  
◆徐  芳  

（安徽省潜山市实验幼儿园  安徽省  246300） 

 
摘要：随着教学改革的推进，以及推行素质教育的需要，学前教育也逐

渐得到了广大家长的重视。美术在学前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学

前教育阶段，对幼儿进行美术教育，可以很好地引导幼儿对美的感受，
有利于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在学前教育阶段，如何培养学生对美术的

学习兴趣，成为了值得幼师思考的问题。在幼儿园教学过程中，一般以

美术教学活动为主，将信息技术应用到美术教学活动中，可以为学生创
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能够有效激发幼儿对美术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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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化技术的特点分析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也促进了我国教学水平的提

高。信息技术教学方式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信息化技术可以集合文字、图像、音频、视频资
料为一体，具有一定的交互性和集成性。在利用信息化技术进行
教学时，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进度以及学生的学习状况，在
对课件内容进行暂停、快进或者回放，能够很好地突破传统教学
的局限性。信息技术还有一定的集成性，信息技术可以将多种教
学资源结合为一体。 

由于信息化技术具有较好的交互性和集成性，因此老师在教
学过程中，可以通过 PPT 结合更多的教学资料，能让学生更加
直观具体地了解所学习的知识，此外也可以增强授课老师对课堂
的操控性。运用多媒体教学技术还可以促进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
流，信息技术地运用可以让老师得到更为及时的课堂反馈信息，
能够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 信息技术在美术活动中的应用 
小班幼儿的美术活动，其目标主要在成人的指导下，学习观

察周围环境，体验绘画活动的快乐，对绘画活动感兴趣，大胆涂
鸦。能认识常用的笔，油画棒、水彩笔、水彩笔和纸绘画工具材
料，掌握基本使用方法，养成正确的握笔姿势和作画姿势，工具
和材料摆放有序。 

其可以让幼儿从原始的被动学习模式改变为主动的学习，当
幼儿的意识“走进”美术活动中，他们自身的观察能力、创新能
力、思维能力才能够得到有效的发展。而这点我们可以运用多媒
体技术进行。 

比如说，在教导小班幼儿简笔画的时候，教师可以先通过多
媒体技术给学生放映了一段，小猪佩奇的动画片，先抓住了幼儿
的注意力。然后，引导幼儿们说出小猪佩奇的形象特点，并提问
道：小朋友们，你们看小猪佩奇是由上面形状组成的呢？幼儿们
在观察之后，有的说：佩奇的鼻子是圆的，并且长在了眼睛的附
近。有的说：佩奇的脑袋和身子都是椭圆形，鼻子是个圆柱形等。
在这之后，带领幼儿们进行小猪佩奇的简笔画操作，幼儿们在之
前观察的过程中已经在心里有了大概，他们的作品都非常优秀。
这样的安排，不仅锻炼了幼儿的观察能力，同时其在判断小猪佩
奇的形状中，又锻炼了他们的思维能力。 

3 在学前美术教学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 
3.1 充分利用电脑编辑功能 
在美术教学过程中，老师需要提前制作课堂教学课件，在美

术课程的课件中，包括大量的图形、图片以及动画，就要求老师
要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电脑的编辑功能，要制作出科学合
理、生动活泼的课件。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幼儿的感知能力，能
够通过视觉听觉的刺激，让学生参与到美术学习的过程中。在学
前美术教学过程中，老师会给大量的图片让学生进行模拟绘画。
利用信息技术可以通过软件处理功能，对图中的各个部分进行单
独处理。例如当图片过小时，我们可以将图片进行放大，当图片
细节不够明显时，我们可以将图片进行移动，这样一来，能够让
图片更为理想化。因此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熟练的掌握各种软
件编辑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加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3.2 利用信息技术增强美术课的艺术性 

美术课本来就属于艺术的范畴，为了增强学前美术教育的教
学效果，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体现美术的
艺术性特点。这就要求老师在制作美术课堂教学课件时，要重视
色彩搭配的问题。所选择的画面要符合孩童的视觉心理，要塑造
一个优美的形象。这样才能更好地符合幼儿的认知特点，也能更
好地激发幼儿对美术学习的欲望。此外，老师在美术课堂教学过
程中，也可以选择一些与卡通动画相关的人物形象，来增添了课
堂的活跃气氛。我在给学生讲红色的象征意义时，选择了一些具
有美好寓意的红色装饰物，以此为例让学生感受到中国红的明亮
色调。我在课件中设计了中国结、灯笼、年画、剪纸等红色的艺
术品。这样一来，孩子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想到红色与喜庆相关，
也能更好地增强孩子们对中国习俗的了解。 

3.3 加强信息技术在绘画活动中的应用 
在美术课堂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要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

还要具备相应的绘画能力。在美术课的绘画活动中，借助信息技
术可以创新绘画课的教学模式。在新时代下，绘画软件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老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教学生如何使用这些绘
画软件，利用信息技术对图片进行绘画和处理。我每次在利用绘
画画图时，会先勾勒出点，然后画出线，最后再形成面。这样一
来就可以更好地增强幼儿对立体图形的感知能力，也能让学生感
受到美术的绘画过程。 

3. 4 加强课内外之间的联系，增长学生的见识 
针对学前教育美术教学课程的设计，主要有基本绘画理论、

手工作品制作、作品欣赏三个方面。想要丰富课堂内容，增长学
生的见识，可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延伸与补充。 

对于基本绘画理论，现下教师教学所占的比例很大，给学生
发挥的空间较少。想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教师
可以改变教学模式，将更多的课堂时间和空间留给学生。另外，
教师可以细分现设的课程，使学生学习起来更有兴趣。手工作品
制作着重培养的是学生的动手能力，使其能够将美术课堂上创作
的作品变为生活用品，或将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创作成一件美术作
品。这些都需要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总之，信息技术能够有效提高教学活动的高效性，促进幼儿
教育的发展。但是幼儿教师要明白信息技术仅仅是一种辅助教学
的工具，在教学中仍然要将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加强课堂的互
动与交流，进而让幼儿能够通过真正的学习提升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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