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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美、感受美、创造美
——大班美术活动《水墨画 - 鹅》教学改进过程案例

顾仁峰

（上海浦东新区方竹幼儿园，上海 201308）

艺术是情感启迪、情感交流、情感表达的良好手段，是对幼

儿进行情感教育的最佳工具。《纲要》中明确指出了在艺术教育

活动中，应注重幼儿的艺术感受力和在艺术创造中的个性化表现。

大班随着孩子对于水墨画经验的积累以及手部精细动作的发

展，慢慢开始接触以写意水墨画和写实水墨画为主的国画活动。

结合我园国韵特色活动之一的国画活动，我设计了本次水墨画活

动《鹅》。水墨画《鹅》的目标为：尝试用水墨画大胆表现鹅的

不同形态；体验水墨画创作的乐趣。目标通过：视频导入——作

品欣赏——探索尝试三大活动环节加以渗透。

一、初次教学：重结果，轻感知

我认为，操作活动能够提供给幼儿广大的自主学习的空间。

“感知鹅的不同形态”和“幼儿自主创作”两点作为活动的主体

和核心，我通过：观察图片中鹅的不同动态——幼儿自主创作——

集中展示交流作品三个环节进行。在整个活动中，幼儿在古诗《咏

鹅》的情境引导下参与活动，自主创作环节有效支持了幼儿的有

效注意，幼儿的兴趣较为浓厚，与教师的互动表现也较为积极。然，

活动中，师幼互动却显得过于追求结果的“完美”，而对幼儿进

行千篇一律的 2 的变形。

情景 1：古诗《咏鹅》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师：古诗里的鹅在干什么？

幼：在唱歌。

幼：喝水

幼：在游泳。

师：它跳舞的时候像什么？

幼：像在喝水。

幼：像在唱歌。

师追问：鹅的身体像数字几？

全体幼儿：像数字 2

小结：它跳舞的时候像个数字“2”。

通过孩子们熟悉的古诗《咏鹅》导入，吸引孩子注意力，带

孩子们轻松的进入学习状态，同时也为了引导幼儿感知鹅的基本

外形，但是静态的图片观察比较单一，没能很直观的让孩子观察

到鹅是怎么通过脖颈变化来变换动作的，缺少直观欣赏感知、发

现鹅的美丽姿态。

情景 2：观察播放课件中的鹅，让幼儿了解鹅的各种形态

教师出示 6 幅不同形态的鹅，引导孩子们观察鹅的动态变化，

并且通过数字 2 的变形引导幼儿感知鹅的脖颈变化。老师在活动

开展中表现出过强的主导性。幼儿限于跟着老师的思路一步步走，

缺乏主动的对鹅的不同形态的感知、思考与表达表现。活动开放

性不够。

情景 3：幼儿创作，尝试用毛笔画出鹅的各种形态，体验水

墨画创作的乐趣

教师 幼儿

师：你的大白鹅是怎么跳舞的？请你去画一画。

师：蘸颜料时要让毛笔吃饱，然后在瓶子边刮一刮、舔一舔，颜料不能太多，

也不能太少，更不能甩颜料。

师：你们的大白鹅都是怎样跳舞的？

幼：我的大白鹅是头低下在喝水。

幼：我的大白鹅是在梳理它的羽毛。

幼：我画的大白鹅有的在唱歌、有的在喝水，也有的在梳理它的

羽毛。

（说明：配以音乐《走进绿意》，在这轻松自然的氛围中画

画鹅的不同形态，那是美的享受。）

由上表可见，缺少教师示范，孩子们没有绘画鹅的前期经验，

对于水墨画鹅的基本画法不了解，导致了在绘画鹅的基本形态时

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另外，在讲评环节，教师缺少对幼儿创作作

品的肯定和赞赏。

以上各个环节说明，教师站在教的主导地位，没有将幼儿看

做学习的主人，导致了幼儿学习自主的缺乏。

二、二次教学：缺乏艺术审美

波利亚说：“学习任何知识的最佳途径是自己去发现，因为

这种发现，理解最深，也最容易掌握其中的内在规律、性质和联系。”

《指南》中也指出：要为幼儿创造机会和条件，支持幼儿自发的

艺术表现和创造。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尝试。于是，在第一次

活动的基础上，我调整活动设计为：

1. 将静态的图片换成动态的大白鹅视频，通过观察视频中大

白鹅各种动态的形态能让孩子更好、更直观的了解大白鹅的不同

形态。

2. 观察图片，老师示范鹅的基本画法；观看视频，引导个别

幼儿尝试画出不同动态的大白鹅。通过教师示范鹅的基本画法和

个别幼儿尝试鹅不同动态画法，引导幼儿进行之后的水墨画创作，

帮助幼儿在自主创作中有更多很好的表现。

3.《指南》中还提出 5~6 岁的幼儿在艺术活动中能与他人相

互配合，也能独立作画，两人组图：体验到合作构图的特别长处

及乐趣，所以我幼儿单独作画调整为两个合作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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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与幼儿的互动表现为：

情景 4：视频欣赏，了解鹅的形态变化，学习画鹅的动态

表现

（一）图片分析，了解鹅的形态，学习鹅的基本画法

1. 图片欣赏，了解鹅的外形特征

师：你知道鹅长什么样？ 

幼：大白鹅白白的。

幼：大白鹅的头红红的、圆圆的。

幼：大白鹅的脖子细细长长的。

幼：大白鹅有一对大大的翅膀。

幼：鹅的身体胖胖的。

师：鹅的身体像数字几？

全体幼儿：像数字 2

小结：鹅的脖子长长的，身体胖胖的、扁扁的……鹅的身形

就像一个数字“2”。

2. 教师示范，学习鹅的基本画法

师：看了老师画的鹅，谁能说说鹅是怎么画出来的吗？

画鹅的时候要先画鹅的哪个身体部位呢？

幼：先画弯弯的身体 2，然后再画头。

小结：是呀，画鹅的时候我们要先画鹅头，再画它的脖子和

尾巴。“左一转右一转，画个椭圆变鹅头，再画“2”字弯又长，

脖子连身变出来，尾巴提笔翘起来，翅膀侧锋刷出来。

（二）视频欣赏，了解鹅的形态变化，学习画鹅的动态表现

1. 视频欣赏，了解鹅的形态变化

师：看看视频里的每只鹅有什么不同？身体哪些部位有变化？

怎么变化的？

幼：有的鹅在啄羽毛。它的脖子弯弯的。

师：是呀，大白鹅在梳理它的羽毛。还有呢？

幼：视频里的鹅在唱歌

师：那它的脖子又是怎么变化的？

幼：它伸长了脖子在唱歌。

小结：大白鹅有的时候这个“2”是头朝上的在唱歌，有的时

候这个“2”是头朝下的喝水，还有时候这个数字“2”的方向是

反过来，它在梳理它的羽毛。

2. 个别幼儿尝试，学习画鹅的动态表现

师：怎么画鹅才能让它的每个动作看起来都不一样？

师追问：如果你想画一只低头梳理羽毛的鹅，它的脖子是怎

样的？

幼：它的脖子是弯弯的，像个数字 O。

师：是呀！鹅头的方向和数字“2”的方向不一样，鹅就会有

不同的变化。

第二环节中第一部分，引导幼儿观察鹅基本形态的图片，

既让孩子们了解到了鹅的基本形态特征，也能更顺利的引出老

师示范绘画鹅的基本形态，这使得孩子们对于鹅的基本画法有

了一定的认识，为个别幼儿尝试绘画打下来基础。之后顺理成

章的让孩子们观看视频，组织幼儿讨论和交流。在师幼互动中，

教师通过小结有效帮助幼儿感知了鹅形态的多样性。但是但是

整个活动下来，我也发现了一些不足：我发现整个水墨画活动

只是一味的在强调鹅形态的不同，却缺少了孩子们对美的感知；

教师示范加幼儿个别尝试时间过长，导致孩子们作画的时间缩

短，变得有点拖堂。

三、三次教学：发现美、感受美、创作美

通过第二次的试教，我开始反思：每个幼儿心理都有一颗美

的种子。幼儿艺术领域学习的关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在

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

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儿学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己的

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

于是，在第二次教学活动的基础上，我再次调整：将这个活

动环节进行了大调整，首先《咏鹅》音乐律动入场，带动孩子们

的积极性，并将将原来的古诗《咏鹅》导入改为视频导入，进行

直观的欣赏和感受；第二环节给为作品欣赏，感受画面美，第三

环节就是探索表现，创造美，逐步推动幼儿稳步递进。

情景 5：视频导入，了解鹅的形态

（幼儿在教师引导下随音乐《咏鹅》，律动入场）

师：小朋友们，我们来到了池塘边，瞧，池塘里有什么？

幼：大白鹅。

播放视频

师：你看到的鹅长的什么样？它们在干什么？

6 号：他们的脖子像长颈鹿一样长长的。有些鹅在挥动它们

的翅膀。

12 号：它们在挠痒痒。

2 号：有的鹅在喝水。它的嘴巴尖尖的，想鸭子一样。

8 号：有的鹅伸长了脖子在唱歌。

11 号：有的鹅在湖面上喝水。

5 号：有的在仰头唱歌，有的在低头喝水，有的在梳理它的

羽毛。

师：是呀，大白鹅有白白的羽毛，细细长长的脖子，它的身

体像什么？

全体幼儿：像数字 2

小结：大白鹅有白白的羽毛、细长的脖子和圆圆的身体，像

个有趣的数字 2。有的在仰头高歌，有的在埋头捉鱼，有的在梳

理羽毛，动态多样，真是美极了！

（说明：将 12 名幼儿进行编号，方便老师记录每位幼儿说了

哪些话。）

随音乐律动进场带着孩子们跳一跳，作为活动前热身。

直观形象的欣赏感受：导入环节，让幼儿了解动物直观形

象特点，表现鹅的不同形态。所以我在一开始就用视频导入，

引导幼儿进行观察、讨论和交流，并用优美的语言和姿态来表

达表现了解鹅的不同形态，让孩子们对于鹅的各种形态有了初

步感知。视频加图片欣赏为幼儿创作中表现鹅的不同形态埋下

伏笔。

情景 6：作品欣赏，学习鹅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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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幼儿

（一）作品欣赏，感受画面美

师：看了这幅水墨画你有什么感受？你觉得这幅画美在哪？

师：哦，你觉得这幅图的配色很好看。

师：看了这幅水墨画你有什么感受？你觉得这幅画美在哪？

哦，你觉得这些图的颜色有很多种，还有吗？

7 号：他们颜色很美，涂得很均匀，没

有涂出去。

1 号：我觉得颜色很美，涂得很均匀，

没有涂出去。

师：哦，有些绿色是不同的，它的配色很好看。

师：还有谁来说一说，这些鹅美在什么地方？都说的是颜色，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

师：哦，她有不同的想法，有的脖子长长的在喝水，每只鹅的动作都不一样。

小结：画家根据鹅的不同动态进行创作，画出来的鹅栩栩如生，姿态不一，真是美极了！

（二）交流讨论，学习动态画法

师：你想画一只怎样的白鹅？它在做什么？

师：哦，你想画一只鹅在喝水。你来做一做大白鹅的动作。

师：你想画一只怎样的白鹅？它在做什么？

师：哦，你想画一只张开了翅膀在湖面上的鹅。

师：今天我们就来画一画你说的那只鹅。

师：你想画一只唱歌的鹅，怎么画脖子和身体？它的身体像数字几？

教师边念儿歌边画画。

师：先画“2”字弯又长，脖子连身变出来，尾巴提笔翘起来，翅膀侧锋刷出来，再画椭圆变鹅头，

画上两片小嘴巴，唱起歌来鹅鹅鹅，肚子下面画两撇，变出脚掌游过来，点上眼睛真可爱。

小结：各种鹅的不同形态，就会有不同的头颈变化。有的伸长脖子仰头高歌，有的弯着头颈在埋

头捉鱼，有的转过头去梳理羽毛，美极了！

9 号：我觉得很美，两个绿色不一样

12 号：她在池塘里面转头喝水。

4 号：我想画喝水的鹅。

12 号：你想画一只脖子反过来挠痒痒的。

2 号：我想画一只张开翅膀的鹅。

3 号：我想画一直在唱歌的鹅。

全体幼儿：数字 2

画家作品的欣赏感受：为了进一步加深幼儿对于鹅不同动态

的感知，我引导幼儿欣赏一幅由各种不同形态的鹅构成的水墨画，

这样一幅美丽的水墨画引发了许多幼儿情不自禁的赞叹，同时激

发了孩子们的作画欲望。当然这其中出现一个问题，让孩子们说

一说美在哪里时，孩子们一直关注着色彩，老师虽然后面做出了

相应的回应，问：“除了颜色美，还有不一样的想法吗？”但是

这里老师托的时间比较长，老师可以在两三个孩子回答之后直接

抛出问题。

有效示范，抓好技法指导：水墨画教学中教师示范的作用至

关重要，教师的示范决定了幼儿的创意。水墨画鹅的脖子表现是

难点，教师必须进行重点示范，所以我先组织幼儿交流怎么画鹅

的脖子和身体。我让孩子们说说想要画的鹅，并从中选择一只鹅

的形态进行示范。在这个小环节中，我根据幼儿说的内容来示范，

这样既让孩子们知道了鹅的基本画法，又给孩子们绘画不同形态

打下基础。同时为了防止幼儿进行机械模仿，教师可以点到即止，

给幼儿留有充分的探究空间为了防止幼儿进行机械模仿，我点到

即止，给幼儿留有充分的探究空间。

情景 7：探索尝试，创作表现各种形态的鹅 

（二）交流分享

师：请你介绍一下自己画的鹅，说说它好像在做什么？美在

什么地方？

师：谁愿意先来介绍自己的画，你的鹅在做什么？

12 号：我画的事这幅，这两只鹅在一起说话，这只鹅在张开

翅膀飞，这两只鹅他的头转过去挠痒痒。

7 号：我觉得我的画很美。有的低头在喝水，有的抬起头在

唱歌，有的展开翅膀在飞。

师：谁有补充的？大声一点，让所有的朋友都听到，哦，它

们在玩水。你觉得你的画美在什么地方？哦，你觉得你的画颜色

很美。

师：转过身来给朋友们看一看。动作你也可以做一做。菲菲

的画的有各种各样，不同造型。有的在喝水，有的张开了翅膀在飞。

师：你的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鹅，它们都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6 号：这些鹅的造型都不一样。

师：你最喜欢哪幅水墨画？你觉得它美在哪里？

1 号：我最喜欢这个画，因为他很漂亮，他们在一起像爱心。

这幅画画的翅膀飞起来的样子很漂亮。

5 号 . 她觉得这些鹅有不同的动作所以你很喜欢。

师：6 号你觉得这幅画你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

6 号：我们画的鹅是各种各样的美，各种不同的动作画了出来。

小结：你们画的鹅有的在……有的在……，每幅画都有自己

的特点，都很美！

（三）动作表现

教师引导幼儿随音乐动作表现各种不同形态的鹅，离场

最后，分享交流时我也让孩子们说说自己画中的鹅有什么不

一样的地方？美在哪里？帮助幼儿巩固对于鹅的不同形态的认识。

四、结语

整个活动，教师通过视频、图片、画家水墨画作品鹅、律动《咏

鹅》等多种形式，让孩子们欣赏美，感受美，从而通过自己的感

悟和理解，用水墨的形式把鹅美的一面勇敢地表现了出来。

因此，在我们的教学中要尽可能为幼儿提供观察鹅的机会，

让幼儿充分体验、感受鹅动态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对幼儿的创作

表现起到了铺垫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