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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的发展，社会各界更注重幼儿艺术能力的提升，

很多家长从小便对幼儿进行艺术教育。开展美术课，希望能通

过美术教育帮助幼儿提高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幼儿教师要转变自

己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幼儿潜力的挖掘，

提高幼儿的创造能力，促使幼儿更好地发展。

1　创新教学模式

美术作为一门艺术，不仅可以培养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

养，还可以培养个人的情感。美术的艺术形态相对较多，流派较

多，这也是因为美术是想象力和创造力表达的艺术品。所以，作

为幼儿教育工作者，要以激发幼儿想象力为主进行教学模式的创

新。在日常教育活动中，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模式，美术的创作不

仅局限在画笔与画本中，可以通过节日或活动设定美术主题活动，

如花灯的制作、面具的制作等等一些手工美术作品。教师也可以

制作一些半成品，给幼儿一些规定基础模式，教师引导，让幼儿

对美术作品进行二次创造，不断激发幼儿的创造力。

2　重视幼儿美术兴趣培养

针对目前幼儿美术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作

为幼儿教师来说，必须充分认识到幼儿美术教育的意义以及重要

性，同时，重视幼儿美术兴趣的培养。只有让幼儿对美术产生兴

趣，才能够自发的参与到美术活动中来。对此，想要培养幼儿美

术兴趣，可以从一些童话故事、绘本读物、动画作品着手，学前

幼儿还处于心智尚未发育成熟的阶段，对于一些动画、童话有着

极强的兴趣。教师可以以此作为切入点，以一些动画卡通、童话

故事吸引幼儿的眼球，并逐步的让幼儿接触绘画，用画笔画出自

己喜欢的卡通人物，逐步的让幼儿对美术产生兴趣，并且爱上美

术活动。

3　开展游戏美术教学，进而培养幼儿的创造热情

幼儿园小朋友处在一个对于审美刚刚起步的阶段，如果在幼

儿园中，老师对小朋友进行相应地美术方面教育，不仅可以在他

们幼小的年龄阶段培养他们的美术审美能力，还可以让幼儿园的

小朋友体会到艺术带给自己的欢乐。要培养幼儿的创造性，通过

开展游戏，提升幼儿的创造热情。幼儿年龄小，专注度不够，对

游戏活动却情有独钟，通过做游戏的方式开展美术教学，在玩乐

中开展美术创造，创新意识与想象力在游戏中进一步提升。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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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幼儿参与其中，激发积极性，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幼儿思维更活跃，教师适当引出问题：“孩子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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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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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在问题的指引下，幼儿也会主动寻找身边能代表春天的

景色，寻找的过程也是培养幼儿创造性的过程。

4　施行科学的美术区角活动指导

在幼儿美术区角活动中，教师虽然不是活动的主体，但也

不可因此而袖手旁观，而是要适时介入，为幼儿提供科学的指

导和帮助。教师的指导应贯穿于幼儿美术区角活动的始终，体

现在关心幼儿的情绪变化，留心幼儿的行为举动，并适时给予

幼儿提示和引导方面，有时简单的一个动作或一句话，就可以

对幼儿的思维进行点拨，使幼儿的问题和困惑得以消除，从而

更好的投入到美术区角活动当中。例如，在开展墨水拓印活动

时，教师必须对墨汁的蘸取方法，及宣纸的晾晒流程进行详细

讲解，从而避免幼儿在活动的过程中出现问题。

5　尊重幼儿的个性

美术教育生活化将成为幼儿教育发展的方向。幼儿时期是

人各方面发展的黄金时期，把握好这个时期将会对幼儿的发展具

有深远的影响。而美术教育生活化正是教师通过幼儿的各方面行

为习惯，将一般的教学和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教学融入生活，

潜移默化地引导幼儿，挖掘幼儿更多的可能。不同个体之间难免

会存在一定的行为与性格上的差异。这就要求幼儿教师在制订教

学计划时尊重个体差异性，进行差异化教育。这种尊重个性的差

异化教育，就幼儿阶段而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制订符合

幼儿行为与性格特点的教育方法，在利于幼儿自身个性发展的同

时，还能开发幼儿的创造力，让幼儿主动积极地发挥想象，感受

自己脑力劳动的成果，进而达到幼儿创造力培养的目的。幼儿美

术教育引导不同性格的幼儿进行不同作品的赏析与创作。最后教

师根据他们创作的作品的童趣性、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体现进行评

价与鼓励，对幼儿的不同闪光点进行肯定，鼓励他们发挥自身的

创造力。

作为幼儿教师，应充分挖掘教学资源、创新教学形式，满足

幼儿美术学习需求。同时要引导幼儿留意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在

美术课中进行有效分享。要明确幼儿初步接触笔、涂画，懵懂无

知，正确引导，为幼儿今后的美术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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