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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育是幼儿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也是幼儿表达

自己心中想法和情感的途径之一。创造力对幼儿来说非常重要，

幼儿阶段是创造力培养的黄金时期。幼儿教育是根本，美术教

育是幼儿教育的前提，因此，幼儿美术教育要对孩子创造力的

发展进行格外关注。让幼儿学生能够通过美术的学习更好的启发

智力，提升创造力。

1　改变教学理念

对于学前教育来说，美术教育能够锻炼幼儿的动手实践能力

和审美能力，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就是画画学习。故此，传

统美术教学中，教师基本会做好备案，相对刻板的规定画画学

习内容。今天画什么？明天画什么？似乎都已经形成了固定模

板。有部分教师认为孩子的创造力是不可控的，会影响到教学

进程，并不赞同顺应幼儿创造力的教学理念。这种教学模式理

念从一定层面限制了幼儿的创造力。作为幼师，要明白美术教

育对幼儿的意义价值，这一年龄段孩子的发展规律和思维模式。

作为美术教师，要从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做起，更新教学理念，要

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坚持以幼儿为本，把幼儿创造力的激发作

为终极的教学目标。在美术教育活动中，使幼儿都能自由想象自

由发挥。能有效提升幼儿的审美素养、创造力与想象力。

2　实现趣味性的艺术活动，引起幼儿兴趣

在教师眼里，美术教育是儿童身心发展的重要手段，美术

教学是幼儿园教学中最关键的教学，能开发幼儿的认知，培养幼

儿的艺术情操，借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开展教学，激发好奇心，使

美术创作更灵活多样。想象力是美术课中不可或缺的，通过想象

能让美术作品更生动、活泼、更具感染力。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

想象力开展艺术活动。如“你会用什么样的颜色来表达自己喜悦

的心情？”幼儿的想象力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教师要对幼儿

进行美术教育，也应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使幼儿对艺术活动内容

更加感兴趣。根据艺术活动的目的开展多样化的活动。如用黏土

制作物品时，幼儿对自己的作品没有特定的标准，可能“球”就

代表太阳、月亮;“圆柱形”就代表一棵大树。当幼儿对材料的把

握不到位时，教师可用幽默语言与他们沟通，激发创造性，使孩

子们都能制作出更多奇妙的物品。

3　开展游戏美术教学，进而培养幼儿的创造热情

美术教育要培养幼儿的创造性，可通过开展游戏美术教学提

升幼儿的创造热情。幼儿年龄小，专注度不够，但对游戏活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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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术作为一门艺术，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个人情感。美术教育对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创造力，还可陶冶情操，
在美术学习中发现美，创造美，享受美。开展美术教育不仅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及教育改革的要求，还能在幼儿的心里注入美术力
量，提升美术素养，发展整体素质。在素质教育下，当今幼儿的美术教育发展有了极大提升。作为一名美术教师，在筹备相关教学
工作时，要抓住教学重心，根据幼儿天性发展和身心发展特点开展教学，有效培养想象力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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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钟，通过做游戏的方式开展美术教学，在玩乐中开展美术

创造，进一步提升幼儿的创新意识与想象力，从而达到培养幼

儿创造性的目的。如，在《春游》中，带领幼儿进行春游活

动，在春游中开展游戏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吸引幼儿参

与其中，不断激发幼儿的积极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幼儿

的思维也会更活跃，教师可以适当抛出问题：“在我们身边有

什么能代表春天的景色？谁能通过画笔描绘一幅春景画呢？”在

问题的指引下，幼儿也会开发想象力，主动寻找身边能够代表

春天的景色，寻找的过程其实也是培养幼儿创造性的过程。

4　多元评价幼儿创意美术作品

评价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美术活动中，评价能更

好地让幼儿获得发展和成长。教师不要再以“好”“不好”作

为标准评价幼儿的作品了，要采用多元化的方式评价幼儿在创意

制作过程中的基本表现，比如作品的实施过程性、形成性评

价，鼓励表扬幼儿的精彩表现，帮助树立自信心。也可督促参

与其中，进行自评、互评，激发幼儿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潜力。但

很多教师都忽视了课堂评价，针对这一缺失环节，我也进行了优

化，如，教学中为幼儿安排一些任务，让其独立完成，待幼儿完

成后，再对作品进行评价、表扬，让他们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评

价环节对幼儿的影响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能有效促进幼儿的学

习、发展。

儿童是国家的花朵，未来的希望，有效把握幼儿的成长发展

特点，把握幼儿的黄金时期，通过融合美术教育活动，培养幼儿

的创造能力及思维能力，使他们都能在教师更为科学多元的教育

活动中，实现思维创造的有效激发，使幼儿在美术活动中充分将

个性潜能发挥出来，从而达到创造性提升与发展的教育目标，使

幼儿感受到美术活动的趣味，在美术活动中增强自己的创造能力，

为成长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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