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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创意美术活动给予幼儿自主表达，自由创造的机会

或者说是权力。对于幼儿而言，一张易改变易塑造的白

纸，本应该给予他们大胆想象，自由发挥的空间，从而

使幼儿尽可能的发挥出自身无尽的潜力。而材料不仅仅

是一件作品的源泉更是幼儿创作的核心力量所在。

一、幼儿园美术活动材料投放的价值

幼儿创意美术是以美术材料为桥梁，以美术活动为

中介，充分发挥幼儿的思维创造能力的活动。工具材料

是幼儿进行美术活动的基础，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实

际接受水平，让幼儿充分利用材料使自身得到发展。

首先，有效运用美术材料能够提高幼儿认知能力。

材料投放是幼儿艺术创作的灵魂，幼儿对材料进行感知、

体验，进行想象、创造。同时，通过这些过程获得新的

知识经验与技能。幼儿根据教师提供的材料不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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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同材料所激发的创作灵感也就不同，从而获得的

知识经验也大不相同。幼儿的认知能力就是在不断的体

验探索中慢慢成长起来的，合适的材料投放能让幼儿在

创作中主动运用各种感官通过看、听、摸等方式刺激感

官从而促进幼儿认知。

其次，材料工具的多样性可以丰富幼儿的想象创造

能力。材料课堂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大大提高了幼儿的

感知能力以及新经验的获得广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在幼儿本身的好奇心以及求知欲的催促下，多样的材料

体验更能激发幼儿的创作欲望。同时，学前阶段的幼儿

正处于由形象思维转向抽象思维的阶段。因此，教师也

应根据幼儿的阶段性特点提供不同的材料投放方案。有

效激发幼儿创作，提高美术活动质量，培养幼儿各方面

能力。

最后，创意美术材料的有效投放能让幼儿在创作中

实现自我价值感。通过投放的材料创造属于自己的作品，

让幼儿在探索、发现以及创造的过程中找寻成就感，在

合理、恰当、丰富多样的材料中实现自我价值。投放合

适的材料比传统单一教学更能启发受教者的思维，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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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灵感以及丰富的想象。幼儿美术的学习也并不是

对美术技法的练习，更重要的是幼儿动手动脑能力，想

象力创造力的提高。

二、幼儿园美术材料投放策略

幼儿园美术材料投放策略是幼儿园老师根据幼儿情

况投放合适材料的策略。其中，幼儿是活动的核心主体，

材料是活动的媒介，教师是活动的发起者。因此，笔者

根据目前已存在的问题从幼儿、美术活动材料、教师，

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幼儿园创意美术活动自然是以幼儿为主体，

在充分认识幼儿、了解幼儿之后才能够给不同的幼儿合

理的材料。教师对幼儿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过往学习的书

面知识以及与幼儿交流互动过程中无意识积攒的经验，

这些有限的了解对于更好促进幼儿无限的全面发展是完

全不够的。由于他们与生俱来的不同气质类型以及后天

发展所得的生活经验的不同，他们对不同事物的感兴趣

程度也就不同，那么幼儿感知体验收获也就不同，自然

而然他们最终选择材料也是不同的。

其次，美术材料应根据类型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投放

策略。美术材料一般有以下几类：绘画材料类、手工材

料类、工具类、生活物品类等；根据材料的材质、大小、

硬度、厚度等特点的不同，适用的人群也不一样。同时，

由于这些材料的不同特点，使用者通过触摸、闻等不同

方式感受材料或运用材料时收获的刺激感截然不同，从

而使用方法和使用者体验也不同。因此，美术材料的特

点决定了材料是否适宜该幼儿，这一问题也应得到考虑。

再次，能否为幼儿寻得合适的材料与教师的美术素

养密不可分。据笔者访谈，存在没有接受过美术专业培

训的美术老师，并能同时带领幼儿进行美术教育活动以

及其他领域的活动，他们仅接受过幼儿美术相关的知识

训练如简笔画、儿童水粉等与幼儿美术相关的基本操作。

由于未受过美术专业知识的培养，美术素养不得而知。

教师对美术材料的认知以及自身对艺术的见解同样影响

材料投放。综上，笔者认为幼儿园创意美术材料投放应

遵循以下策略：

1. 以幼儿为主，满足年龄需要。

首先要考虑幼儿个体差异性。在幼儿现有能力的基

础上提供能适当发挥幼儿潜力的创意美术材料。幼儿发

展情况分布成阶梯状，每个阶梯上的幼儿发展情况类似，

但由于幼儿的特殊性，他们可塑性强，每个阶梯上的幼

儿又存在自身的先天性差异或后天发展经验差异。因此

即使是同一阶梯上的不同幼儿也要给与不一样的照顾。

对待材料投放需认真选择，使每位幼儿都可以动手、愿

意动手、主动动手。

其次抓住幼儿发展关键期，根据幼儿绘画能力发展

特点。幼儿绘画能力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涂鸦期

一岁半至三岁半，这一时期幼儿没有明确的表现意图，

是幼儿享受涂鸦动作的一种游戏活动。由于幼儿的小手

肌肉发育还不完善和充分，以及手眼协调能力受限。这

一时期的材料投放更应该注意幼儿手眼协调能力以及肩、

肘，手腕等关节部位的锻炼；②象征期三岁半至五岁，

这一阶段是个过渡期，幼儿在三岁以后逐渐能够通过一

定的媒介表达他们想象的事物。在该阶段，幼儿绘画水

平不稳定，主要表现在幼儿构思不稳定，不完整且易受

干扰。因此，该阶段需要注意投放材料的丰富有效性以

及以幼儿为中心的针对性；③形象期五岁至七岁，这时

幼儿才真正开始用绘画有目的、有意识的再现周围事物

和表现自己的经验的时期，也是幼儿绘画最充满活力的

时期。此时，可投入较复杂精细的材料供幼儿思考选择。

最后让幼儿主动选择，大胆表现。罗恩菲德认为儿

童在绘画过程中使用的技巧和材料都应该符合他们表现

的需要，儿童表现欲望和需要随着发展和成长改变，应

让幼儿在美术工具材料的桥梁上自主创作。通过材料这

座又宽又长的大桥，感知幼儿，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幼儿。

让幼儿的想象欲望在桥上多样的材料中撞击反馈逐渐膨

胀放大。同时，对于材料投放要有所依据，如主题的

不同、活动对象的年龄阶段、活动对象的个体差异性等

始终根据幼儿特点出发以幼儿为中心，切合“最近发展

区”考虑幼儿发展的实际水平以及可能发展的潜力。

总之，材料投放要足够充分适宜以满足幼儿需求。

与其年龄、思维、兴趣、经验和发展水平相适应，促使

幼儿积极发展。[2] 并根据幼儿的活动内容及状态不断的

调整各个区域的活动内容、活动材料，让每一位幼儿都

在美术室活动的过程中获得发展。[2]

2. 提高材料投放频率，加大材料类型和数量

首先提高材料投放频率。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创

意美术材料层出不穷。作为材料投放的实施人需要跟随

社会发展的步伐，例如四季变化特点、时代变迁特点、

材料制作方对材料的更新等或根据幼儿作品的反馈或是

幼儿对投放材料的兴趣度等情况来调整材料投放确保材

料投放的有效性，及时更新投放内容。

其次，加大材料投放类型。材料是美术作品的源泉

和基础，是幼儿创造美术作品的中介与桥梁。新鲜事物

更能引起幼儿的好奇心，激发幼儿创作欲望。《幼儿园教

育指导纲要》指出：“指导幼儿利用身边的物品或废旧材

料，制作玩具，美化幼儿的生活。”幼儿更容易对已有生

活经验相关的事物感兴趣。材料投放应走进幼儿的生活，

开发废旧材料类型，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开发生活物

品材料类型：杯子、脸盆、手套等散发浓郁生活气息的

物品；开发自然材料类型：花、叶、沙、泥等自然材料

正是与幼儿生活经验紧密相关，它们为幼儿创作提供了

天然素材；开发乡土材料类型：结合本土文化、当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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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特点以及传统节日主题，等等。扩大幼儿选择广度，

让幼儿主动学习，大胆尝试更好提高材料投放的有效性，

进行活动时投放多种类型材料多方位刺激幼儿。

最后，加大材料的数量。在准备不同类型的材料时

要考虑到该类型下的材料数量是否充分，充分挖掘每个

类型下的材料，并给与每个相同材料适当的数量。做到

多个幼儿对一个材料感兴趣时每个幼儿都能拿到材料。

丰富多样的材料更易激发幼儿兴趣与创造力，根据幼儿

年龄特点，不论是身体协调性和大脑发育上还是在心理

或智能发育上尚处于待开发或是发展中状态。丰富多彩

的材料能引起幼儿操作创作的兴趣，而单一化材料容易

使幼儿失去主动探索的欲望。同时，教师还可根据幼儿

对材料做出的反应进行观察研究，进行适当调整以优化

材料投放。

3. 从经费本身出发，以最少的经费取得最佳的开发

效果

首先在绘画、手工类材料上可以选购物美价廉的美

术材料。绘画、手工类材料如水彩笔、马克笔、彩铅、

水彩、水粉、素描纸、卡纸、瓦楞纸等生产厂家比比皆

是，价格千差万别。在挑选这些材料时不可选择低价劣

质产品影响使用体验打断灵感创造，也不可选取价格奇

高的物料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参考其他买家的综合评价

以及自用体验选择物美价廉的产品进行采购。

其次，工具类材料如剪刀、印章、油墨、滚筒、模

具等重复使用率较高，因此相同的工具不用采购太多，

根据幼儿数量、活动内容综合考虑工具类下面的相同工

具所需要的材料数量。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节约材料经

费。但美术材料本身的质量也很重要，创作过程中出现

彩笔断墨、胶水用完等情况难免会影响活动进度，甚至

是大大降低幼儿活动兴趣。因此，定期更换，课前检查

也很重要。

最后，废旧物品、生活、自然材料等其他类型材料

如杯盘盆钵、蔬菜水果、废旧报纸、废弃台灯、树枝、

树叶、泥巴等教师可与幼儿一同准备。同时注意，在能

力范围内准备，不勉强每一位幼儿都要准备，数量适当

即可；在自然材料方面，注意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

下准备自然材料，就地取材，减少经费开支。

4. 提升教师在幼儿创意美术活动方面的能力

首先，要提高教师自身艺术素养。目前，部分教师

对于材料的认识较为单一，为了给予幼儿发挥更大潜力

的可能性，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艺术素养，自发进行专

业学习。通过不断练习美术技法强化美术技能、运用各

种材料不断探索体验，以提升对美术技能的掌握及对美

术材料运用，加深对美术材料的认知。从而拓宽自身知识

面不断探索材料的潜在价值，以便在对美术活动材料的投

放选择时能够充分利用材料无限放大幼儿的发挥空间。

其次，加深教师对幼儿的认知。教师如果依据儿童

发展理论理解儿童，那么其使用的就是本质由抽象概念组

成的理解依据，其关于儿童的理解也就处于可能正确的

“抽象概念层次”。[1] 通过观察记录幼儿的一日生活活动或

是教学活动过程总结反思幼儿行为的原因与幼儿沟通交流

了解幼儿所思所想，探索发现幼儿，站在他们的角度感受

材料、感受生活，感受世界。注重幼儿生活知识经验的丰

富，关注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认识到艺术活动是为了促进

幼儿全脑功能的开发、促进幼儿智力、品德的全面发展，

依据幼儿生活实践经验、身心发展特点进行的。

最后，注意教师之间及时进行课后活动反思交流。

活动过后进行反思是教师不断提升自我的必要环节。教

师即材料投放者在进行美术活动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幼

儿身体心理或绘画技能等方面的发展也是教师自身不断

丰富和完善专业发展的过程。通过活动发现问题是找到

问题最便捷的方法。教师需要时常反思和首先警醒的是

自己在依据什么理解儿童的心理过程，不断激励自己在

更高的层次上理解儿童。[1] 同时，可观摩其他教师的活

动过程，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观察活动，找出可供自己借

鉴的地方。最后，在教师与教师之间进行经验交流，用

不同的大脑碰撞出更多的灵感。

三、结论

上述主要从幼儿本身、创意美术材料和教师素养三

个方面研究讨论。美术材料投放的策略是创意美术活动

开展是否有效的关键性因素。充分尊重幼儿的发展规律，

发挥幼儿潜力进行美术教育，投入恰当的美术材料是开

展以幼儿为中心的创意美术活动的前提。创意美术材料

投放应以幼儿为主，满足其年龄需要；其次，教师自身

艺术素养要提升，对幼儿的认知程度要提升，教师的活

动准备度要提升；最后，在材料投放方面要提高材料投

放频率，根据幼儿的反馈及时跟进材料投放并且加大投

放材料类型细化材料类型同时增加各类型下的材料数量，

并从经费本身出发以最少的经费取得最佳的开发效果。

这些都是为了让幼儿能够通过创意美术活动充分发挥自

身潜能，将创意美术活动发挥出其最大价值，进而提高

儿童认知能力、激发幼儿创作、增强幼儿自我认知感，

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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