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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乡土资源，有效开展幼儿水墨画活动
董陈晨

（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幼儿园，上海 201304）

摘要：水墨画是幼儿教学内容中的一部分。它能够培养幼儿

对美感的认知，通过手把手教学，促使幼儿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以水墨画形式展示出来，培养幼儿审美眼光，促进其全面发展。

本文对当前幼儿园水墨画教学现状进行梳理后，简要分析了如何

在开展幼儿水墨画教学中，融入乡土资源元素，提高幼儿对水墨

画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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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时期处于人生萌芽阶段，对世界认知甚少。通过水墨画

教学，能够培养幼儿的独立思维能力，并将自身对世界的认知通

过水墨画展示出来，促进其全面发展。本文以当前幼儿水墨画教

学现状为切入点，分析目前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并以乡土资源作

为契机，探索能够有效提高幼儿水墨画教学效率的相关措施，为

幼儿日后健康发展打好基础。

一、水墨画教学现状

作为国画之一的水墨画，从古至今，源远流长，幼儿学习水

墨画，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幼儿正处在活泼好动的

阶段，对世界充满好奇，故此在幼儿教学内容中插入水墨画教学，

能促使幼儿更好认知这个世界，使幼儿对水墨画产生兴趣，从而

推动其审美品格的提升，对于幼儿素质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近年

来，越来越多幼儿园将水墨画教学加入到教材内容中，事实证明，

水墨画深受幼儿喜爱，它能够启发幼儿创造力。通过组合不同的

线条和色彩，就能呈现一幅美妙绝伦的水墨画。幼儿在方寸之间

的画布上涂涂画画，将对世界的认知融入到水墨画创造中，促使

幼儿不断思考，培养其综合思维能力。

但当前幼儿园的水墨画教学上依然存在不足之处，如一些

乡村地区，由于距离市区远，教学设施相对缺乏，加之教学经

费不足，导致水墨画课程难以正常开展。且由于经费不足，不

能聘请水墨画专业教师，只能由非美术专业的班主任教师代为

教学，使水墨画教学流于表面，幼儿得不到真正的专业教学。

此外，幼儿在自行绘画时，部分教师并没有充分利用乡村地区

乡土资源优势去引导幼儿思考绘画的主题，导致幼儿在画纸上

毫无目的地随便涂涂画画。这些现状的存在，都对幼儿绘画教

学带来负面作用。

二、利用乡土资源开展水墨画教学的具体措施

（一）构造宜人的水墨环境

在绘画时，幼儿时常会苦于无题材可画，为了完成作业，唯

有在画纸上随便涂涂写写，这种情况不能很好地激发幼儿的绘画

兴趣。故此，首先要使幼儿有题材可画，才能激发幼儿的绘画兴趣。

除了教师在课堂上多引导幼儿发散思维外，还可以在日常环境入

手。如根据幼儿年龄的特性，在幼儿园走廊和教师内张贴如齐白

石、吴冠中等这类名家的格言和名画。此外，在课室座椅和台面上，

也可张贴或画上一些卡通造型图案，并且在课堂的墙壁上挂上文

房四宝等书画工具。在潜移默化的气氛中，培养起幼儿生活观察

能力，在绘画时就不会出现无内容可画的状况了。对于乡村幼儿

园而言，则可以就地取材，充分发挥乡土资源优势，将乡村常见

的农作物制作成道具挂在校园走廊中，同样能够制造出一个宜人

的水墨环境。

（二）丰富生活材料

幼儿对生活许多事物认识不足，故此将生活材料融入到水墨

画教学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幼儿加深对生活事物的认识。

例如在幼儿绘画课程教学上，可以将一些常见农产品，如莲藕、

树叶、白菜叶等这类生活元素充当绘画工具，让幼儿将这些绘画

工具沾上墨水后，在纸上将这些农产品的形状与纹理绘画出来。

这种教学模式充分利用乡土资源，促使幼儿更好理解农产品，同

时使幼儿有内容可画，提升了幼儿绘画教学质量。

（三）开展主题教学模式

水墨画是一种艺术。它从生活中来，在教学上与生活相结合，

才能更好将艺术气质灌输到幼儿思想中。可以根据时节的变化，

制定出不同类型的班级主题活动，如到了元宵节，可以让幼儿带

上自己制作的水墨灯笼参加“闹元宵”活动，到了冬季，可以举

办“水墨丝巾送长辈”的活动，鼓励幼儿将生活中的乡土资源元

素融入到水墨画创造上，从而培养幼儿的创造思维能力。并通过

这种班级主题活动，促进师生之间感情，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四）拟人化教学增强幼儿绘画兴趣

研究证明，拟人化教学能够增强幼儿绘画兴趣。如对于小狼

毫与白毛笔的称呼上，可以根据各自的形状差异，分别赋予“笔

弟弟”“笔哥哥”称号，或者统一称其为“笔宝宝”，尽量通过

拟人化的称呼，使幼儿对这些绘画工具产生兴趣。采用叠词能够

有效吸引到幼儿的注意力，从而有利培养其思维创造能力。

（五）采用小组教学模式

按照班级人数，将全班幼儿分成若干个小组。基于小组模式

下，教师就能够更有针对性教学，可以将绘画主体分配到各个小组，

每个小组绘画不同的主题内容，而小组范围内，幼儿与同伴之间

进行交流或协作，能从小培养其团队协作意识以及沟通能力。

三、结语

水墨画是我国传统文化之一，只有不断传承，才能让水墨画

发挥广大，源远流长。幼儿学生活泼好动，对事物充满好奇，而

水墨画教学更能培养幼儿的综合思维创造能力，通过充分利用乡

土资源，构造出宜人的水墨环境、丰富生活材料、开展主题教学

模式、拟人化教学增强幼儿绘画兴趣、采用小组教学模式等措施下，

相信就能更好为幼儿营造出一个轻松快乐的水墨世界，为其日后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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