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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颜色认知差异的普特儿童美术融合教育实践探索
刘迎杰 崔子轩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摘 要】颜色认知的差异性对学前儿童美术融合教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教师要在系统了解特殊儿童需要的基础上，

遵循幼儿课程和美术教育的一般要求，通过有效的教育策略，实现艺术教育的价值。在普特儿童美术融合教育实践中，可通

过差异化教学内容、个性化教学任务、适应性教学方法、针对性教学指导、开放性评价机制等措施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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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颜色认知

儿童的颜色认知是一个复杂并且多元的领域，受到许多

不同因素的影响。国内外各个学者对儿童颜色认知的发展、

个体差异以及文化差异进行了研究。颜色认知是人们感知、

理解和认知颜色的一系列过程，包括对不同颜色的鉴别、命

名、分类、记忆以及对颜色情感和心理反应的认知，个体经

验、语言与文化等多种因素对这一系列过程都有着重要的影

响。颜色认知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生理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文

化现象[1]。

关于学前儿童的颜色认知能力发展状况，有研究指出，

1 岁左右的孩子尚不能准确地说出颜色名称，2 岁的孩子能

够正确说出一种或两种颜色的可能性不到一半，大约为

40%；到了 2.5 岁，幼儿能够准确说出几种颜色的概率为

80%，但平均只有 25%[2]。3 岁时幼儿大多对黑、白和红

有一定的认识，正确率达到了 83%，4 岁时达到了 100%，

而 5、6 岁时对 8 种颜色的识别正确率超过了 90%[3]。相

比较辨认，对于颜色的社会属性的理解也随着儿童年龄的

增长逐渐提高。

二、特殊儿童颜色认知

特殊儿童对于颜色的认知发展过程与正常儿童具有明

显的差异性，且不同类型的特殊儿童对于颜色的认知也具有

一定的差异。有研究指出，特殊儿童在颜色认知方面相比正

常儿童有明显的落后，颜色理解与命名的准确率较低。相比

普通儿童，由于受有限的智力水平限制，他们的颜色命名能

力发展较晚，通常只能根据颜色的明暗程度进行分类。 在

一项有关颜色识别准确率的研究中发现，普通儿童和特殊儿

童的颜色识别总体趋势相似，但特殊儿童的颜色识别准确率

低于普通儿童。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多样的因素而造成[4]。

第一，大部分的特殊儿童神经中枢异常，感觉统合存在

有问题，感知觉接受到的颜色信息在他们的大脑处理中存在

残疾，有些儿童对刺激过于敏感或不敏感，这可能会导致他

们对颜色识别的差异表现。

第二，特殊儿童在认知方面也存在一些显著残疾，比如

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差等，这些问题也可能会对结果产生

影响，例如，他们在回答问题时可能心不在焉、对于问题没

有一个准确的回应[5]。

第三，这个差异也可能是由于生理发育的不同所引起

的。例如，这种发育不足可能会对视力产生影响。他们感知

觉中的视觉能力较弱，不能很好地辨别物体的颜色、大小、

形状等，例如，他们无法区分不同颜色的浓淡程度；他们

的抽象、概括能力以及概念形成能力存在一些不足[6]。

不管哪种原因影响，在这种颜色认知的差异性对学前儿

童美术融合教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三、学前儿童美术融合教育

（一）特殊儿童美术教育

美术或者说艺术教育之于儿童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样，

对于特殊儿童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价值。艺术教育作为一种

特殊的教育手段，能够在提高特殊儿童的艺术能力的同时，

有助于他们调整情绪，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对其心理健康发

展产生积极影响。特殊儿童美术教育在培养儿童的创造力、



教育发展研究 2024 年 第 10 期 - 教育研究

11

想象力、自信心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特殊儿童的特殊性要

求，意味着在美术教育中，教师要有意识、系统了解特殊儿

童的独特性，通过制定个性化的美术教育方案，促进特殊儿

童通过美术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想法，提高感知美、欣赏美、

创造美的能力，同时促进手眼协调等身体机能的发展。

（二）学前儿童美术融合教育

在学前儿童美术融合教育中，对于教师的美术教学提出

了巨大的挑战。除了满足学前儿童活动的游戏化、生活化等

基本原则，还需要从融合教育的角度考虑如何实施美术教

育。教育者需要掌握和应用一系列策略与方法，实现美术教

育的价值。

1.差异化的教学内容

3-6 岁儿童正处于颜色认知的关键期，对于颜色的认知

与表达是美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融合教育中的特殊

儿童，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需要将特殊儿童的颜色认知特点

考虑进去，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设计中，既能满足大多数正

常儿童的颜色感知、理解、想象、判断的需要，又能满足特

殊儿童在颜色识别和颜色理解上的滞后性特点。

2.个性化的教学任务

在进行颜色类活动任务时，教师需要将一个活动的任务

难易程度进行分级。根据普特儿童的颜色运用能力水平布置

不同级别的任务。使每一个儿童都能在活动中真正实现对于

颜色的直接经验和感知。

3.适应性的教学方法

在对普特儿童实施围绕颜色认知的活动时，教师还需考

虑教学方法的适应性。对空间感知有障碍的儿童，教师可以

多采用实物教学，让他们通过触摸、观察来体验感知色彩。

对于自闭或智力发育迟缓的儿童多采用动态影像性视觉材

料让他们来感知。

4.针对性的教学指导

在儿童练习过程中，教师需对普特儿童进行有针对性地

个别指导。在个别指导过程中可以结合普特儿童的特点，加

大或降低问题或任务的难度，灵活调整活动进程。

5.开放性的评价机制

对于普特儿童的美术作品，应当进行开放性的评价。从

评价主体的多元性及评价内容的层次性等方面综合考虑，给

与每个儿童正向积极的鼓励，使每个儿童都能在美术活动中

获得成就感。

此外，教师的融合教育专业素养也至关重要。教师除了

要了解特殊儿童的特点，具备特殊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的知

识，还要具备专业的美术知识经验，能够针对不同类型的儿

童设计实施不同的美术活动，使融合教育中每个儿童都能通

过颜色涂抹属于他们自己的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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