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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涂鸦绘画在幼儿教育中的价值及其在幼儿教育实践中的应用。涂鸦绘画对幼儿来说，是一种展现内心想法、探索

周围环境的途径，也是助力其认知、情感以及社交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所在。文章深入分析了涂鸦绘画的随意性、重复性与渐进性等典

型特征，并从教育意义的多个角度出发，研究了涂鸦绘画在提升幼儿感知能力、激发想象力、锻炼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同时也阐述了涂鸦绘画在幼儿情感表达过程中起到的桥梁作用。文章结尾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践意义的教育策略与建议，为教育工作者

和家长提供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参考，帮助他们更有效地推动幼儿在各个方面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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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涂鸦绘画作为幼儿成长进程中一种极具本真色彩的艺

术呈现形态，其作用不容小觑。涂鸦是孩子们毫无章法地随意涂画、

简单抒发的行为，更是助力幼儿认知进步与心理发育的关键手段。

借助涂鸦幼儿能够无拘无束地抒发自身的想法与情绪，并深入探

寻自我同所处环境之间的关联，进而推动幼儿自身视觉感知、肢

体运动以及创造性思维等能力的稳步发展。本文将深入剖析涂鸦

绘画在幼儿教育实践中的运用方式，以及涂鸦绘画在提升幼儿认

知水平、丰富情感体验、增强社交能力等方面发挥的正向作用。

一、涂鸦绘画的本质特征及其教育意义

（一）涂鸦绘画的界定

王瑜认为幼儿涂鸦是一种未经成人雕琢和干扰的艺术表现形

式，它能够真实地体现出幼儿的内在生命状态、身心发展水平和

自我发展需要，是幼儿个体生命本真的外在彰显，可以更好地实

现幼儿生命发展的自我满足。 [1] 塔拉斯蒂认为幼儿涂鸦是个体在

幼儿时期的随意涂画，是由生命本能的冲动而产生的，是个人情

感、思想和自我意识的符号化表达。[2] 本研究将幼儿涂鸦定义为

幼儿依靠身体、手指、手臂等肌肉运动，通过笔、纸、颜料等媒介，

勾勒点、线、面的不规则行为。这是他们对外部世界感知的综合

呈现，经过肌肉与心理活动，在意识和思维尚不成熟时的自我表达。

涂鸦行为的价值不仅在于涂鸦作为图形符号的美学意义，还涵盖

动作、心理、情感、认知等多个发展领域，是强化幼儿图形表现

的综合艺术表达形式。

（二）幼儿涂鸦绘画的典型特征

1. 随意性

涂鸦绘画是幼儿认识世界的直接途径之一。幼儿初次尝试涂

鸦时，行为通常表现得极为随性，他们在色彩搭配和图形绘制上

不受拘束，创作过程也并非遵循特定目的，更多是出于对自身本

能的探索。幼儿涂鸦不会被成人固化的思维模式所左右，他们笔

下的作品更多是内心真实情绪以及脑海中即时想象的真实呈现。

幼儿这种随意涂鸦的行为，也深刻反映了幼儿认知与心理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这对激发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大有裨益，让他们

能在毫无压力的状态下锻炼手眼协调能力。

2.重复性

幼儿通常会反复绘制相同的图形，如圆圈、直线或螺旋等基

本的形状，这种重复行为在幼儿的单幅作品出现或是在不同绘画

中反复呈现。幼儿可能会重复使用相同的色彩或者色彩组合，展

现他们对特定色彩的偏好，幼儿会通过反复的实践来巩固和完善

他们新获得的技能，这种重复行为能给予幼儿掌控感和安全感，

也是他们探索和理解周围世界的方式之一。

3. 渐进性

幼儿涂鸦绘画发展呈现的渐进性特征反映出儿童认知、运动

技能和艺术表达能力的逐步提升。幼儿刚接触涂鸦时，通常以无

序的线条和点状为主；随着年龄增长以及精细动作能力的提高，

幼儿开始能够控制线条，逐渐出现有意识的圆形涂鸦，象征性思

维也由此萌芽；随后幼儿逐渐掌握基本图形的绘制，并尝试将这

些图形组合成简单图像，在这一阶段涂鸦开始具备表征意义，幼

儿也开始能够解释自己的创作。

二、涂鸦绘画在幼儿情感与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

（一）促进幼儿情感抒发，助力幼儿情感管理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人类的天性。”涂

鸦绘画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同样植根于人类的天性之中，它反

映了社会的情感脉搏和个体的内心世界。3 ～ 6 岁幼儿由于年龄

较小，情感表达能力尚未完全成熟，难以用言语准确表达内心的

喜怒哀乐。涂鸦绘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非语言的表达渠道，通过

色彩、线条和形状，幼儿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是幼儿情感的直接映射载体，他们通过这些绘画元素将内心的喜

2025 年第 7 卷第 01 期 213教师专业发展与学生成长



怒哀乐形象的予以表达。例如，使用鲜艳色彩和活泼线条可能代

表孩子的愉悦心情，而暗淡色调和杂乱线条则可能暗示其内心的

忧伤或困惑。

涂鸦绘画为幼儿提供一条有效的情绪宣泄路径。对于性格内

向的幼儿，涂鸦是其表达内心世界的一种图像化语言；对于性格

浮躁的幼儿，涂鸦能抑制其内心冲动与焦躁，增进学习及生活愉

悦感。因此，幼儿可借涂鸦游戏学会控制情绪，调整心态，使内

心更加平静与和谐。这种情绪管理能力对幼儿未来的心理健康具

有重要意义。这种无意识的情感流露，有助于家长和教育者了解

孩子的内心世界，进而给予适时的关爱和引导。

（二）激发幼儿创造力，培育幼儿想象力

幼儿在涂鸦绘画中主要通过发挥自身想象力完成创作，这种

无约束的绘画形式极大地促进幼儿创造力与想象力发展。毕加索

“思考作画而非眼见作画”的理念非常适用于幼儿涂鸦，他们借

此表达想象与思考，而不是复制现实。不受传统形式和规则束缚

的涂鸦绘画，为幼儿在图案与色彩的结合中开拓想象，给幼儿带

来极大的成就感与满足感。同时，涂鸦绘画促使幼儿独立思考，

幼儿需根据观察力与想象力构思画面，过程中面临构图、配色等

难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锻炼了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守护幼儿心理健康，促进幼儿情绪平衡

绘画涂鸦具有使用资源少、表达形式简单、作品直观等特点，

可广泛使用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当中。[3] 幼儿的身心发育尚

未成熟，情绪管理较弱，并且情绪具有强烈易变的特征。当幼儿

难以使用语言表达恐惧、开心、紧张或不安等情绪时，涂鸦绘画

便是情绪宣泄与表达的有效途径，可避免幼儿使用暴力、压抑、

哭闹等不当方式发泄情绪。在涂鸦的过程中，幼儿将自己的情感

展示在纸张上，借助色彩和线条表达内心的感受，实现情绪的宣

泄和平复。因此，能够看出涂鸦绘画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有显

著的心理疗愈效果。

幼儿在涂鸦绘画中宣泄和释放内心的不良情绪，将情感教育

和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涂鸦绘画活动中，引导幼儿通过涂鸦绘画来

表达和管理自己的情感和情绪。例如，通过设计与情感表达相关

的涂鸦主题，如“我的快乐时光”或“我的烦恼”，引导幼儿在

创作过程中反思自己的情感状态并学习如何调节情绪，有助于幼

儿用特有的方式进行自我疗愈。

三、基于涂鸦绘画的教育实践与策略建议

（一）营造优质创作环境，奠定全面发展基础

适宜的创作环境对发挥涂鸦绘画的教育作用至关重要。为发

挥涂鸦绘画对幼儿发展的积极作用，需营造适宜创作环境。幼儿

园应设专门涂鸦区，配备无毒颜料、彩色画笔、多样画纸等材料，

满足幼儿创作需求，也要合理布置区域并展示幼儿优秀作品，营

造艺术氛围。家庭中，家长要提供足够空间与材料。此外，家园

皆可通过播放轻柔音乐、展示艺术作品等方式，让幼儿在轻松氛

围中感受艺术魅力，促进感知觉与想象力发展，奠定全面发展基础。

（二）科学引导涂鸦过程，激发创作潜能

教育者与家长需科学引导幼儿涂鸦。教育者要尊重幼儿创作

自主性，要对幼儿的绘画作品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必要时给予

一定的鼓励和肯定，尽量不去打击幼儿的创作热情。让其自由表

达情感想法。幼儿遇到困难时，给予启发鼓励，引导自主思考解

决问题。依据幼儿年龄与发展水平，设计创意且有针对性的涂鸦

活动。对低龄幼儿开展简单线条、形状涂鸦；大龄幼儿引入故事、

情景元素进行主题创作；还可组织小组涂鸦，增进幼儿交流合作，

激发创作潜能。

（三）加强家园合作，构建全方位涂鸦教育支持体系

家园携手合作，是助力幼儿涂鸦绘画发展的坚实保障。幼儿

园应强化与家长间的沟通联动，借助举办家长专题讲座、趣味亲

子涂鸦活动等多样形式，向家长充分阐释涂鸦绘画对幼儿成长的

重要意义，并传授科学的指导方法。家长需积极深度参与幼儿的

涂鸦活动，在共同创作中增进亲子情感，用心关注作品，与幼儿

深入交流，洞察其内心需求。家园还应构建高效反馈机制，及时

互通幼儿的表现与进步，全方位护航幼儿在涂鸦中实现全面发展。

四、结语

涂鸦绘画作为幼儿独特且重要的自我表达方式，在幼儿教育

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其本质特征如随意性、重复性和渐进性，

反映了幼儿认知、运动和艺术表达能力的发展进程。同时，涂鸦

绘画成为幼儿情感表达的桥梁、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培育皿以及心

理健康的守护者，对幼儿的情感与心理健康意义重大。基于此，

营造优质创作环境、科学引导涂鸦过程、加强家园合作等教育实

践与策略，能够充分发挥涂鸦绘画的教育作用，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未来，教育者和家长应持续重视涂鸦绘画，深入挖掘其教育潜力，

为幼儿提供更适宜的涂鸦环境与指导，助力幼儿在涂鸦中不断成

长，让涂鸦绘画这一艺术形式在幼儿教育中绽放更绚烂的光彩，

为幼儿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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