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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园日常的美术教学活动中，为幼儿提供范画，让幼
儿根据范画进行练习，是教师经常采用的教学方法。《3-6岁儿童
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确定了艺术领域的目标，即
感受与欣赏，表现与创造，并不建议范画的出示。随着《指南》的
不断深入，以《指南》为依据开展美术教育活动，针对幼儿在绘画
过程中是否应该使用范画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1  使用范画的弊端
1.1限制了幼儿的灵活思维
如果艺术教育教学活动不能真正让幼儿在头脑中形成一种审

美意象，那么这种教育可能只是一种由外而内的灌输式的教育。
众所周知，幼儿的模仿能力强，很容易“有样学样”，教师
利用范画教学，幼儿就会照着范画的样子画。范画固定幼儿的
思维，长期的临摹严重阻碍了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我
们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幼儿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而不是看着幼
儿在那里安安静静、规规矩矩的临摹我们的范画。

1.2影响了幼儿的主体能动性
基于儿童发展的特点，我们强调以儿童自己所理解的艺术语

言去创作，而不是一定要按成人的理解去进行创作。比如有的
幼儿模仿能力很强，有的幼儿对线条比较敏感，喜欢通过线条
来表达其思想意图；有的幼儿比较喜欢色彩，甚至整幅图画都
是用色彩组成，恰恰就是由于这些特点，使得幼儿的美术作品
显示出稚拙的情趣和成人美术作品无可比拟的独特魅力。使用范
画教学对于其中的技能技巧也都是教师的讲解，对幼儿来说，
这种探究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1.3阻碍了教师对幼儿的正确评价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范画进行教学，往往导致教师对幼儿作品

的评价以范画作为参照，谁画的像谁的作品就好。可想而知，在
这样的评价标准下，教育出来的幼儿在思维上将会死板、墨守成
规。如在美术活动《小船》中，教师对临摹的像的幼儿都给予了
小红花，本来是对幼儿的一种激励；可在美术活动《美丽的海洋》
时，当老师建议画上一只船时，所有幼儿添加的帆船都是一样的，
与上次画的样子没有任何区别。

2  使用范画的优点
2.1激发幼儿的感受
艺术兴趣是开展艺术活动的内在动力，是形成艺术感受力与

表现力的前提和保证。一节成功的美术教育活动在于是否足够吸
引幼儿，是否有美的情感激发出来，是否有感知的参与。在绘画
活动中，把语言表达直接转化成图画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途径，只
有加以正确的引导，通过范画的示范作用，激发幼儿的兴趣和想
象力。

2.2创作需要一定的基础
有些幼儿绘画的技巧还未掌握，过分的强调幼儿的自由发挥，

会使绘画成为漫游式的自流状态，使幼儿的作品没有重点及内容。
如果放手让他们去画，幼儿的脑中有想法却无法用绘画的形式表
达，有些幼儿甚至会因能力不足转变成胡闹式的情绪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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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主体性地位的重视，针对美术教学中范画的使用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本文结合《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对艺术领域的指
导，围绕范画的作用与美术教学的有效性，对范画在美术教学中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关分析。认为幼儿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与是否使用
范画并无必然的联系，重点在于怎样提供范画，利用范画进行有效引导，如何灵活的运用到教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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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基本绘画技能后才能积极主动地去创作。因此，应该帮助孩
子积累关于绘画的经验，让孩子们了解、欣赏不同作画方式，在
欣赏、学习、运用的基础上，触发幼儿绘画的激情，学习用自己
的方式进行练习和运用。

3  如何灵活的运用范画
3.1选择适当的时机
范画并不是简单的为了让幼儿模仿，而是以出示的先后顺

序、形式、内容等进行重新诠释，范画不宜过长时间的出示，
尤其在幼儿的绘画过程中，不宜出现范画。一般情况下,教师的
讲解需使幼儿明白活动的任务和规则便可,并在幼儿作画前将范画
取掉,避免造成幼儿的思维定势和模仿行为,给幼儿大量的时间,让
他们去大胆想象、大胆作画,教师在某些重要环节上提供适当的
指导和帮助,让幼儿创造性、富有个性地表达自我。

3.2局部示范法
随着幼儿独立造型的能力迅速提高，越是面面俱到的示范越

是使幼儿不加思考地模仿，进而失去独立造型能力。例如，在
“我家几口人”活动中，引导幼儿在手指上画家庭成员，教师
可以为幼儿提供家庭成员的外形轮廓，采用示范不同发型、面
部的方法，引导幼儿区别主要特征。

3.3提供丰富的范画
在实际教学中经常发现，当幼儿面对一幅范画时，其绘画

活动就会变得比较程式化，缺乏想象、童趣，幼儿的想象力和
变现力变得微缩，在绘画中不再主动的思考、积极地表达，而
是完全依赖与范画和老师。

提供多幅范画不仅可以避免绘画内容的单一，同时还可以让
幼儿体验不同组合的可能性，丰富艺术表达的语汇。模仿和创造
是相互支持的，都不能脱离相关的知识和技能，那种认为创造就
是自由随意的发挥不仅不能提高幼儿的绘画水平，反而会有很大
的滑坡。

3.4加强即兴示范
幼儿绘画离不开提问，在开放式提问和讨论中，会生产各种

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动态，这就需要教师可以及时的、恰到好处
的进行示范、提供一定的参考。如在欣赏《拾穗子》时，教师在
对该作品的内容讲解完后，问大家会不会画，许多幼儿都说不会。
这时，教师就可以请一名幼儿上来示范弯腰拾穗子，让幼儿观察
感知，怎么样表现出弯腰的形态等等，然后再和幼儿一起讨论如
何才能把刚才大家所说的描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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