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 Vol. 5 No. 01 2022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教育研究

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与 3-6 岁幼儿感觉
统合能力发展的研究

吕　艳

（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 钦州 535000）

摘要：3-6 岁是幼儿语言、智力、感官、空间、人际关系等

发展的敏感期，进行有针对性的感觉统合训练能够快速提高幼儿

的各方面能力。3-6 岁也是预防和治疗感觉统合失调的关键期，

感觉统合能力失调会导致从外部接收的各种感官信息无法经过大

脑神经系统进行有效统合，从而形成各种行为障碍。枯燥、单调

的感觉统合训练无法满足孩子特定阶段的发展需要，那么更加有

趣味性、愉悦性、审美性、增效性的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就像桥

梁为孩子搭建各感觉通路之间的纽带，让孩子在美术活动中获得

丰富的感官刺激，加快感官的发展。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可以提

供丰富的感官体验，能够提高幼儿感觉统合能力的发展。通过感

觉输入类美术活动来发展 3-6 岁幼儿感觉统合能力应该从教学目

标、教学形式、教学过程评价等角度来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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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是幼儿语言、智力、感官、空间、人际关系等能力发

展的敏感期，进行有针对性的感觉统合训练能够快速提高幼儿的

各方面能力发展。3-6 岁也是预防和治疗感觉统合失调的关键期。

当今城市化进程加快，先天的不良因素加上后天养育环境影响，

使得儿童的活动空间变小，运动量不足，信息刺激不足，剥夺了

儿童尝试、体验和学习的机会，导致感官接收信息不足。我国“感

统失调”的儿童人数日渐增多，最新研究调查显示中国大中城市

儿童感觉统合失调率达到 80%，其中 30% 为重度失调。另一方面，

枯燥、单调的感觉统合训练无法满足孩子特定阶段的发展需要，

那么更加有趣味性、愉悦性、审美性、增效性的感觉输入类美术

活动就像桥梁为孩子搭建各感觉通路之间的纽带，让孩子在美术

活动中获得丰富的感官刺激，加快感官的发展。因此基于感觉统

合训练为目的的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的设计研究就变得很有必要。

一、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与感觉统合能力发展的内在联系

（一）感觉统合能力概述

感觉统合理论首先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爱尔

丝于 1969 年系统提出，她认为感觉统合是大脑和身体相互协调的

学习过程，人的各部分器官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

前庭觉和本体觉等感觉通路从环境中获取丰富信息然后输入大脑，

大脑再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并对这些感觉信息作出恰当

反应的过程。感觉统合的运作关系到人的学习、专注力、协调能力、

情绪控制、环境适应等。感觉统合能力失调会导致信息统合过程

发生异常，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感觉信息无法经由大脑神经系统进

行有效统一，出现对刺激的不敏感或过分敏感、行为顾此失彼等

现象，从而形成各种行为障碍，会不同程度地削弱孩子的认知能

力和适应能力，其危害涉及包括心理素质、智力开发、综合能力、

学习能力、性格、人际关系等。

（二）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提供丰富的感官体验

在美术活动中，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主要通过针对性的活动

设计，利用儿童感官的感受，在美术活动中通过提供丰富的感官

体验，引导幼儿积极调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前庭觉、

本体觉等感觉系统参与活动，充分感知周围的事物和环境，并引

导幼儿对感官体验做出恰当反应。美术活动中包含丰富的色彩、

形状、体积、空间、肌理的材料和元素。3-6 岁幼儿的感觉输入

类美术活动主要包括三大版块：绘画、手工、欣赏。在绘画类美

术活动中，幼儿主要学习使用蜡笔、彩铅、水彩笔、水粉、水彩、

油画棒、水墨、纸张、布料等工具和材料，运用点、线、面、色

彩、体积、空间、肌理等艺术语言进行创作表达；在手工活动中，

幼儿主要学习利用纸、黏土、木料、塑料、彩线、果壳、废旧物

品等综合材料和工具，通过剪、贴、撕、折、印等手段来制作手

工造型；在欣赏活动中，幼儿主要通过欣赏美术书籍、大自然、

历史人文作品等来唤起对美的感知。这些美术活动中包含着大量

触觉、听觉、视觉、嗅觉、味觉、本体觉、前庭觉等感官体验，

锻炼和提高幼儿各个感觉通路协同发展。

（三）丰富的感官体验有利于感觉系统的发展

感觉系统的连接和相互渗透对个体大脑感觉系统的发育有积

极影响。从生理学层面来看，感观体验会对人自身的器官和神经

灵敏性产生直接的作用，并增强它们之间的联系，人类的大脑是

所有神经系统的中枢，其中大约有 1000 亿个神经细胞存在，每个

细胞又能生长出多达两万个树状的突触来储存信息。因为突触有

相应的记忆，我们的行为模式也随之生成。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

刺激信息越多，对大脑的刺激就越丰富，会使大脑突触越密集地

生长，而突触的密度对于大脑的开发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感官体验与儿童的认知发展联系密切

从感观来看，主要有视觉、嗅觉、味觉、听觉、触觉、前庭觉、

本体觉。来自视觉、嗅觉、听觉、触觉、味觉、前庭觉、本体觉

带来的丰富体验为幼儿学习和认知提供了丰富的感觉信息，促进

感觉和知觉的发展。认知主义学习理论认为：认知的因素是有结

构的。人的各种认知因素是相互联系的，感觉通路的视觉、味觉、

听觉、嗅觉、前庭觉、本体觉、味觉从外界获取的信息传入大脑，

然后以认知结构对信息作出反应。幼儿主要是凭借事物的形状、

颜色、声音、体积、空间、肌理等来思维的，用感官来探索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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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事物。比如在建立对西瓜的认知时，他们可以借助视觉、触觉、

味觉、嗅觉、听觉等感官来对西瓜建立完整的认识，首先幼儿会

注意到西瓜的视觉形象，西瓜是圆形的，皮是绿色的，带有花纹，

用手拍拍，西瓜会发出砰砰的声音，抱着西瓜会感觉到它很沉，

表皮摸着很光滑，切开的西瓜能闻到清甜的香味，尝起来西瓜是

甜甜的。随着幼儿调动感官去探索认知，这些丰富的感觉共同构

成了幼儿对西瓜的完整认识，因此，有感官信息的输入才有认知

的发展。

因此，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能够极大丰富儿童的感官体验，

给感觉系统带来多重感受，有利于发展幼儿的感知能力、认知能力，

促进幼儿利用联觉、知觉构建各感官之间互通的桥梁，提高大脑

组织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因此，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与感觉

统合能力的发展有内在的密切联系。

二、3-6 岁儿童美术活动存在的问题

一是美术活动目标定位不准确。活动目标的制定是 3-6 岁幼

儿美术活动设计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活动设计的第一要素，目

前国内美术活动组织者还没有将感绝统合能力训练作为目标纳入

到 3-6 岁幼儿的美术活动目标中。英国艺术家赫博里德认为美术

课程的使命是通过艺术来教育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

目前，在我国 3-6 岁儿童美术教育活动中，仍有较多美术活动组

织者把美术教育看作是传授技艺的教育，认为幼儿只要按照老师

的方法画出一幅图画，完成一件手工就算达成了教学目标，过于

注重幼儿的技能培养，把技能的传授当成是美术活动的目标，过

早把孩子的感知能力束缚在技能掌握的牢笼中，儿童美术教育的

主要目标是培养儿童全身心的发展。

二是美术活动形式单一、模式化，以模仿和再现为主，导致

儿童学到的内容和画出来的作品具有相似性及模式化。在幼儿美

术教育中，没有充分发挥美术活动对幼儿感官刺激的特点，在儿

童创作的作品中能找到明显的模仿倾向和模式化表达，活动过程

对感官的调动还不够丰富，致使儿童只能学到现有的知识和老师

的模式，儿童美术作品模式化、成人化。老师过分地追求画面效

果和手工作品的形式美，要求孩子按照老师的套路去进行美术活

动，所以学生没有思考，其作品没有创新性，幼儿没能将发现美、

体验美、感受美、表达美有机地融合，并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

三是美术活动重结果评价，轻过程体验。部分教师重视幼儿

创作的结果呈现，而忽视了美术教育主要是让幼儿在美术活动中

体验和成长，甚至在 3-6 岁幼儿美术活动中，老师为了追求好看

的结果，让家长完成美术作品，孩子只是旁观者，造成幼儿对美

术活动缺乏兴趣，主观思考少、参与度低，获得感也低。 

三、通过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促进 3-6 岁儿童感觉统合能力

发展

首先，针对性设计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确立明确的感觉统

合能力发展目标。幼儿教师要从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与感觉统合

能力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确立明确感觉统合能力发展目标，将感

觉统合能力的发展作为目标之一纳入 3-6 岁幼儿的美术教育活动

目标中。在根据发展目标设计美术活动时，一方面要选择与感觉

统合能力发展密切相关的活动，另一方面又要注意美术活动的趣

味性及儿童发展的整体性。儿童在美术教育中通过对感官的刺激，

可以使儿童的大脑与身体在美术教育过程中得到协调发展，有效

完成教学目标。

其次，丰富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形式，避免单一和模式化。

幼儿的感觉统合能力是在实践中发生和发展的，丰富而新鲜的感

觉刺激更有利于儿童大脑发育。在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设计中，

既可以在一个活动中调动幼儿不同的感官，也可以在一个活动中

只针对一种感官进行刺激。充分利用肌理、声音、颜色、形状、

味道、气味等设计丰富多彩的美术活动，引导幼儿在体验后进行

艺术表达，这一感受、体验、表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感觉统合的

过程。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丰富的活动材料、活动形式将极大拓

宽感觉统合能力训练的形式，增加感觉统合训练的趣味性、有效性，

更有利于幼儿感觉统合能力的发展。

第三，注重对美术活动过程的评价。在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

设计中，应该是以幼儿为主体，幼儿不是旁观者，而是活动最重

要的参与者，参与整个美术活动，充分体验美术活动带来的丰富

感官体验。活动组织者负责为幼儿获取信息提供环境、材料、引

导幼儿调动各种感官参与活动。对于活动的评价也应该是重过程

评价而不是结果性评价，注重重定性评价而不是定量评价，因此

对于美术活动目标是否完成的评价标准，不是看幼儿是否完成了

1 件美术作品，而是从幼儿参与度、活动体验感、活动结果等角

度综合评价。

本文在详细研究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与感觉统合之间的内在

关系后，分析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对 3-6 岁儿童感觉能力发展的

促进作用，以及目前 3-6 岁幼儿美术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感觉输入类美术活动设计策略。希望本研究为美术活动

在促进感觉统合能力发展方面带来新方向，也为感觉统合训练提

供新途径，让感觉统合训练更有趣，同时拓宽美术教育目标，促

进儿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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