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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情境贯穿于幼儿绘画活动
鲁　俊

（开阳县南山幼儿园，贵州 贵阳 550300）

摘要：幼儿绘画活动的目的是要通过绘画活动培养他们的兴趣，发展其观察与认知能力、表现表达能力，想象与创造能力，充分运

用情境教学，在绘画活动过程中丰富幼儿情感、发展其个性以及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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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绘画过程游戏情境化——让幼儿视绘画像其他游戏一样，

是不断构建、发展情节的过程

在孩子绘画中，单一的，或过于复杂的等，一定不会引起幼

儿的兴趣，反而会成为他们的一项繁重的工作，因此将游戏情境

融入绘画中就很重要了，而绘画游戏在一日活动中随处可以运用。

如：在练习直线条时，组织孩子们在户外进行“我们不怕大灰狼”

的粉笔画游戏活动，主要以保护小兔子的一家不受到大灰狼的威

胁为目的的游戏情境，兔妈妈（老师）与兔宝宝（幼儿）一同齐

心协力用粉笔在地上的一个圆圈上面插上直线条作“篱笆”，在

这一过程中，不断引导孩子多次检查“篱笆”的牢固性，也就是

对直线的多次练习。而这些线条练习融入游戏情境中就会使幼儿

乐于参与在其中了。

二、绘画题材儿童化——选材来源于生活情境，是他们亲自

观察和认知的内容

小孩子天性好奇，对新鲜的事物感兴趣。成人只靠枯燥的挂

图、语言是不能引起他们的观察兴趣的。在绘画前让他们置身于

与主题相关的情境里，会使他们自发地产生观察的兴趣。如在画“我

最喜欢的动物”时，虽然不能到动物园里看个尽兴，却可以把孩

子们带来的动物玩具布置在教室里，在这样一个“动物园”情境中，

他们会很快抱起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揪揪耳朵、摸摸鼻子……此时，

孩子们的情绪愉快而兴奋，观察会十分仔细，平时没有发现的细

节特征都会被捕捉到他们的眼睛里。可见，激发孩子的观察兴趣

可以使观察的效果事半功倍。

记得我在一次园内随堂听课活动中，看到一名老师这样教孩

子：“今天画蝴蝶，蝴蝶的身体两边有两个翅膀，美丽极了！”

孩子们纷纷拿起笔画蝴蝶，可是画出的蝴蝶身体胖胖的，两个翅

膀小小的，一点也不美。但是如果运用生动、巧妙、递进式的启

发性语言与孩子对话，效果会大不一样：“蝴蝶那儿最美？”“摸

摸我们胖胖的身体，再摸摸蝴蝶姑娘的身体，知道我们为什么不

能像蝴蝶那样飞起来了吧！”这样的语言会使孩子置身于童话情

境中，是孩子可以理解并感兴趣的。这样一步步引导孩子观察发

现事物的本质和特点，才能达到观察的目的，取得观察的最佳效果，

使孩子下一步的绘画活动变得更加轻松而精彩。

三、绘画材料玩具化——为幼儿提供各种画笔、颜料、画纸，

使幼儿在尝试新材料时，产生新感受

处于涂鸦期、象征期、形象期孩子的心理和生理特点都有所

不同，在绘画活动中如果工具使用不当，将会影响其绘画的兴趣

和能力的发展，而适宜的工具会促使其绘画能力的提高，从而建

立起自信，对绘画活动也会更加有兴趣。所以，我们要根据孩子

的发展特点，为其提供适当的绘画工具。

涂鸦期的幼儿，他们对鲜艳的色彩比较感兴趣，因此在选择

工具时，首先考虑应便于孩子抓握，而且清晰易出色，能对孩子

产生视觉刺激，便于他们在纸上涂抹的工具，如：粗的彩色水笔、

水粉颜料及棉签等；象期的孩子在选择工具相对于涂鸦期的幼儿

较多一些，可以选择粗细不同的彩色水笔、油画棒、画水粉画的

毛笔等；形象期的幼儿在各方面能力都有明显的进步，因此在选

择工具时应注重工具的多样性和可选择，适用的工具有：水彩笔、

油画棒、水粉颜料、金银笔、记号笔、彩色铅笔等。

四、活动引导情境化——用孩子喜欢的故事、情境引发幼儿

的想象，创造自己的主题和童话世界

想象力是创造力最本质内涵，儿童时期是想象力最活跃的时

期。教师要启发幼儿想象，充分利用美术本身的形象、色彩、线

条所具有的吸引力，来诱发幼儿的艺术直觉，和创造潜力，幼儿

的绘画作品越是标新立异，越是与众不同，便越有个性，越有生

命力。主动为幼儿创设环境，设计和选择有利于幼儿的环境和情境，

是幼儿感受和体验周围世界中激发审美想象，如：我在教幼儿画

海上日出时，给幼儿将有关日出的故事视频情境，让幼儿观看太

阳是怎样从海上一点一点升起来的，知道太阳会发光，知道大海

是蓝色，太阳是从大海上升起来的，然后让幼儿自由大胆用色彩、

线条表现心目中的太阳和大海，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五、评价作品故事化——让孩子像讲故事一样介绍、评价自

己和同伴的作品

幼儿园的美术活动要发挥出教育的功效，就不能缺少对幼儿

美术作品的评价。在一次“美丽秋天”的想像画，结果有幅画引

起了我的注意。这幅画线条粗糙，布局凌乱，无技巧可言，更无

任何背景，整幅画能看出来的除了一棵大树，只有用四种不同颜

色画成的色块。孩子将画交给我时，我笑眯眯地问：“你画的是

什么，说给我听听好吗？”“我画的是大树妈妈……”孩子原本

羞涩的表情变得兴奋起来。原来，孩子对歌曲《小树叶》中树叶

宝宝离开树妈妈的情境记忆深刻，她将自己的心愿寄托在画中，

那四个色块分别代表着四季的小树叶：绿色的是春天的树叶，红

色的是夏天的，黄色的是秋天的，而冬天的树叶则是蓝色的，她

希望四季的小树叶能永远和树妈妈在一起。面对这幅深情依依的

想像画，除了赞扬和鼓励外，我又怎么能苛求她画得像不像，画

面是否完美呢？

六、结语

美术教学活动方式、方法多样，但最终还是要以幼儿为本，

把幼儿放在一个问题情境中，挖掘其他学科的精髓，鼓励幼儿探索、

创造，绘画出美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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