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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在美术活动中如何激发孩子创作的兴趣
李　彦

（广元市利州区上西小学，四川 广元 628000）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古人亦云：“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我们反复强调幼儿是学

习活动的主人，所有的学习知识经验的获得只有让活动的主体本

身发挥应有的作用，才是有效地学习。兴趣对学习有着神奇的内

驱动作用，能变无效为有效，化低效为高效。那么，在具体的活

动中，成人应怎样激发幼儿创作的兴趣呢？

一、创设感知情景，激发创作愿望

孩子的思维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在教学中，教师利用直

观形象的教具演示、情境创设可以寓教于乐，在传统的美术学习

方式中，过分地突出和强调的是机械的模仿及强调知识的接受与

技能的掌握，幼儿的学习被控制在“你说我听，你示范、我模仿”

的被动接受过程，孩子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被冷落。自主学习

方式摒弃了以往“被动学习”和“他主学习”的弊端，以孩子为

中心，着眼于孩子的主动发展，促进每个孩子自觉主动地参与学习，

变灌输为具体形象的感悟，变说教为亲身体验感悟。如在绘画《各

种各样的汽车》美术活动中，我与孩子共同搜集了各种各样汽车

的玩具模型、图片，并创设了《我心爱的汽车展》环境，孩子被

形态各异的汽车模型深深吸引，对汽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

是男孩子们不由自主地积极参与到直接感受各式各样的汽车中来。

孩子们拿着自己心爱的小汽车模型、图片，认真地端详、观察它

的构成、外形特点，比较我的车与你的车的异同，有的还不时地

与旁边的小伙伴交流：“我的汽车什么地方最好，它有什么特殊

的功能。”由于每个孩子对汽车都有一定的认识，大大激发了孩

子的创作热情，在作画中，孩子表现得积极主动，画起汽车来下

笔非常自如，想象力也非常丰富，孩子画的汽车形态功能各异，

有能保卫地球的和平战神——奥特曼汽车，有最喜欢吃的草莓汽

车，不怕水的过水车、有能钻山洞的钻山车、能避开塞车麻烦的

插翅飞行车。

二、提供感知契机，积累创作经验

美术活动应以孩子为本，应注重活动前的体验，让孩子在实地、

实物、实景、实情中进行情感体验，发现环境、生活和艺术的美，

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孩子的感受力。如在《蔬菜》美术活动中，我

先带幼儿到菜地去观察，然后让幼儿参与收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蔬菜，让孩子参与布置“蔬菜世界”环境。活动中重点引导孩子

用各种方式自由探索葱和韭菜、蒜苗、麦苗的异同。我除了引导

孩子用眼观察、用手触摸，用鼻子闻，并鼓励孩子用手剥去它们

的外衣的皮、掐断葱叶等方法“解剖”蔬菜，还引导孩子边观察

边与同伴交流讨论，使孩子充分体验、感知蔬菜的特征。孩子说：“葱

叶的中间有个洞，是空空的”“蒜苗的叶子是扁扁的”“韭菜的

叶子比蒜苗的叶子细、短”“麦苗的叶子薄薄的、涩涩的，不像

韭菜、蒜苗的叶子那么光滑……”这是多么生动，真实的体验啊！

孩子通过自身的积极探索，获得了有关蔬菜的名称与外形特征以

及内部构造等知识，为孩子的美术创作积累了经验。

三、放宽表现方式，享悦劳动成果

美术是幼儿最重要的自我表达的方式，通过美术活动孩子能

自由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及思想。我们强调要理解孩子的学习

方式和特点，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满足孩子

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让孩子产

生自主学习的动机。因此，成人要为孩子美术创作提供多种表现

方式，让孩子有充分的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及不同发展水平来表

现自己的情感。在活动中，允许孩子个人创作，也可以允许孩子

自由选择同伴进行合作，并尽可能丰富地为孩子提供绘画、手工

所需的材料、工具，诸如水彩笔、油画棒、铅笔、毛笔、棉签、

广告颜料、橡皮泥、各种彩色纸、卡纸、吸管、安全剪刀等各种

材料，允许孩子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充分调动孩子的学习积极性；

如在《神奇的手》美术活动中，允许孩子自由选择表现形式，可

以是线描写生绘画“我的手”或想像画“会变的手”或手掌的印画、

手指点画等，还可选择剪贴“可爱的小手”。

四、结语

孩子在活动中选择、发挥的自由度大了，学习的积极性也随

之提高了。波利亚曾说过：“学习任何知识的最佳途径是自己去

发现，因为这种发现，理解最深，也最容易掌握其中的内在规律、

性质和联系。”因此，成人在活动中要多方创造条件，为孩子主

动学习提供时间与机会，让孩子与环境、与同伴、与成人等之间

进行多维互动，充分调动孩子学习的主动性与自觉性，把学习的

主动权交还给孩子。让孩子通过动手、动脑、动口等多种感官的

参与，努力去发现、探索新知，学习新知，同时也学会学习的方法，

从而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高中教师的高度关注。所以，平时关注和积累一些作文导入方面

的内容，课堂上注重作文教学导入的技巧，并加以实践，对提高

作文课堂教学的质量将会非常有利。

2. 教师对作文教学导入设计的方法应尽量多样化。作文是语

文教学的重中之重，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却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包括学生认为写作本身难度较大，存在畏难情绪，缺乏写作

的兴趣；也包括教师在讲解时以应试为主，学生缺乏丰富的审美

体验。这就要求教师要想方设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写

作的积极性。可以采取学生比较感兴趣的导入方法，如有趣故事、

社会热点、音乐、视频、图片、阅读材料、优秀作文或问题作文

明示写作任务、做小游戏互动、激情演讲等，可以尽可能地运用

多种教学策略，创造出别具一格的作文课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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