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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对德州儿童美术培训教育的现状调查 
◆蔡  莹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摘要：由于德州经济能力的不断提升，美术培训作为一种对人才培养的

途径，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德州美术培训机构的数量快速

增长，各有所长。本文通过对德州儿童美术培训机构课程现状的调查来

研究其教育的侧重点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并以林雪美术和德州青少年宫

为例。探究如何解决儿童美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更加有效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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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教育机构跟大部分美术教育机构一样都是按照 3-5 岁
为启蒙班，5-6 岁为基础班，6-8 岁为提高班，9 岁以后开始进
入动漫、素描的学习、国画等科目的学习，当然这个年龄阶段的
划分并不是唯一固定不变的。如果孩子有一定的绘画基础可以过
早的进入基础班或者提高班，有的孩子也会在 7 岁进入动漫、和
国画的学习。 

3-5 岁的儿童因自身认知能力及视觉审美水平受到一定制
约，林雪美术开设了创意课程，学生感受线条、体验撕贴，幼儿
通过多种感官感知事物的造型、结构、色彩等特征。同时引起学
生的兴趣。在这种氛围中学会不断思考，不断创新。随着孩子年
龄的增长绘画水平的提高，到 5-6 岁老师会给一个主题让学生以
故事的形式开展。根据孩子应用的绘画材料及每个孩子的状况去
指点让他们去认识世界，创造许多独特的方法，在造型、色彩、
构图方面有明显的进步，所以这个年龄阶段的该画室课程的设置
主要是给孩子主题，让其尽情地发挥，尽情的想象。相比于林雪
美术少年宫在教学上缺乏趣味性，它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给学生
在绘画的过程中以故事的会展开，仅仅是按照学生的年龄将内容
划分难易程度来教学，一般到了 7 岁以后少年宫孩子开始进入国
画、漫画、素描等课程的学习了，在国画的教学上还是比较传统，
绘画内容大都是传统的山水花鸟画，并没有涉及到泼彩及泼墨等
表现手法。素描更是过早让孩子进入到了枯燥几何形体的学习，
创意性的东西相对较少。好似每个机构对彩铅的重视并不多。而
且这一年龄阶段的孩子因文化课学习的压力，一部分孩子课外美
术班学习转移到语数外的学习上去了。 

师资及学生班额情况： 
林雪美术采用小班教学一个班不超过 15 人，少年宫大班教

学，一个班里一个主教还会配助教主要负责给学生改画、个别辅
导及替。就其教学效果来看，林雪美术相对较好，人数少方便管
理，学生都能照顾到。老师都是具备教师资格证的教师，相对而
言都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只有少年宫的助教是在校大学生，这对
大学生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实习的机会。但是经验丰富的主教老师
依然缺乏科研能力，在教学上缺乏创新。上课内容虽然提前备课
了，但是内容多是老师临时搜集素材。没有整个一期课的教学方
案，以至上课秩序混乱，缺乏节奏感。。相比于林雪美术而言少
年宫有自己的教案，课件教学大纲。机构与机构之间缺乏学习交
流，机构应该多给老师们出去交流学习的机会培训。 

教学规模其他教学活动： 
少年宫是与幼儿园合作，除了有美术课程以外还设置了许多

其他的课程，孩子学完舞蹈就可以来学美术，这样便于招生，孩
子相对较多，班级也多，便于孩子调课，不会出现孩子想周六来
上课结果没有适合他的班级的情况。少年宫会在每年六一儿童节
组织孩子在中心广场办展览，各种绘画比赛，组织学生考级。这
增添了学生的信心及兴趣。 

家长认同度不同的干扰： 
大部分课外活动中心还是多以盈利为目的，家长因不从事此

专业或多或少会对这个专业有太多片面的理解，以至于有些老师
喜欢跟着家长的喜好走，如：家长不会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只
会从画面中好不好看的角度去评价孩子的作品，一部分老师为了
迎合家长，选择让孩子画完作品之后都要给孩子进行修改，我不
反对孩子修改作品，这样可以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以
便提高，但是长期给孩子完整修改作品却使孩子形成依赖。 

我对德州美术培训教学的建议： 
加强交流学习，根据学生发展需求完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

完善教学评价，培养孩子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给学生组织教
学活动，以带动学生的兴趣，小班教学。培养孩子发现美、创造
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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