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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阶段

教学的首要过程是线上学习，教师需要首先准备线上课程，

按照课标对知识的要求程度设计线上课程，并为学生制定学习任

务单，学生通过线上课程——洋葱学院中的配套微视频进行课下

的自主学习。我将自主学习任务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

习指南，主要包括该课程的内容简述、教学目标和学习建议；第

二部分为具体任务，在这一部分对学生提出明确的学习要求，学

生要学习微视频的内容并完成线上测试，对于教学重难点任务进

行思考，提出相关问题；第三部分为困惑建议，学生将线上学习

中的难点、问题提交到制定平台，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设置线下

课程的内容，对学生的问题进行针对化的指导。

（二）课中阶段

第二过程为线下课程——课中阶段，这一阶段教师主要针对

学生在学习中的任务进行共性指导，对于线上学习反馈来的问题

通过集中讲授或组织学生讨论帮助学生内化知识。对于一些个别

化的问题，教师可以专门腾出时间进行面对面讲授。课中一个重

要内容是典型任务探究，在这个阶段学生需要解决教师设置的学

习任务，通常有一定难度，所以通常需要学生采用合作学习的方

式来进行研究。需要注意，在开展小组探究的过程中，应该充分

尊重学生的个体独立性，让学生通过自主思考建构知识体系，要

保障自足探究的效率，让学生在最短时间得到最大的收获。因此，

教师不仅要给予学生知识和技能上的支持与帮助，更重要的是要

拓展提升与变式训练，来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促

进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提升，引导学生走向深度学习。同时，教

师要给予学生的合作学习活动以方法上的指引，并提供适当的决

策支持服务，以保证合作学习活动的顺利开展。

学生完成自主探究后，教师需要组织他们进行探究成果展示

和交流。通过这一过程，学生将小组讨论的成果进行汇报各小组

可针对对方的讨论结果再次进行讨论，也可以分享自己在学习中

的心得和体会。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作用得到了强化，教师需

要重视对学生的讨论结果进行指点评价，帮助学生实现反思和知

识、技能上的收获。

（三）课后阶段

在课后阶段主要是根据意见进行修改，学生根据小组和教师

传递过来的教学评价进行反思和修改。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教

师可以帮助学生锻炼反思、总结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

反馈转化为可再生的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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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指导小班幼儿大胆绘画的实践与思考
柳兰芳

（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幼儿园，江苏 南京 210028）

《幼儿园指导纲要》指出：“让幼儿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

行艺术表现活动。幼儿艺术活动的能力是在大胆表现中逐渐发展

起来的，教师应根据幼儿的发展状况和需要，对表现方式和技能、

技巧给予适时、适当的指导。”由此可见，在幼儿园开展艺术活

动非常重要，小班幼儿年龄虽小，但他们很喜欢涂涂画画，以此

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获得满足。然而，基于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

和技能发展水平，多数幼儿在绘画能力方面是欠缺的，最主要的

是小班孩子缺乏自信，怕画不好就不敢大胆下笔，在绘画活动中，

我们时常会听到：“老师，我不会画。”“老师，我不想画。”

幼儿拿着笔不动，等待老师帮助的现象经常遇到。

针对上述现象，我通过多年的小班教学实践，找到了一些指

导方法，总结了些许经验，供各位同仁分享与借鉴。

一、运用游戏体验法激发幼儿的绘画兴趣，帮助幼儿大胆

作画

游戏体验法顾名思义，指的是通过游戏化的方式来呈现绘画

内容或主题，将绘画技能和游戏形式相结合，以此来满足幼儿画

画的愿望和需要，促使他们的绘画技能得以良好发展的教学方法。

我都知道，小班的幼儿有着诸如好模仿、好动、喜欢游戏等特点，

特别是在游戏中，他们往往会展现出无拘无束、积极向上等情绪。

所以，倘若在绘画教学实践中遇到幼儿不愿意画画的情况时，教

师可将游戏体验法渗入到课堂中来，从而激起他们的绘画兴致，

使他们能够更加大胆和热情地投身于绘画中来。

例如，在讲授“气球一家”绘画课时，我首先提出来几个问题：

“孩子们，你们都见过气球吗？”“哪个小朋友能说一下气球的

样子或者特点呢？”接着，我让一些幼儿回答这个问题并适时地

引入相关讲解：“气球宝宝也有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经常穿着

各种颜色的衣服和爸爸妈妈去天上玩，可开心来。但有时候，也

有一些调皮的小气球宝宝，淘气地离开自己爸爸妈妈，有的往上飞，

有的往下飞，有的还在风的帮助下翻跟头呢！”接着，我让一些

孩子尝试学习气球在天空飞行的样子，并让他们模仿各式各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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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并试着将其绘画出来，通过这种游戏体验法的运用，是孩子

们能够拥有更多思维发散、表达实践的契机，并且让他们能够逐

步绘画出各种形式与颜色的气球。

当然，我们在小班绘画教学中，也会碰到有的孩子会画到中

途就不画的情形，那教师就可以运用游戏化语言进行暗示，指导

和鼓励幼儿把画画完、画丰富。如：在画“小蝌蚪和水草”时，

洋洋小朋友只画了一只蝌蚪，水草也只画了很少的几根，我发现后，

就说：“小蝌蚪想和大家一起在水草中做游戏，洋洋在帮帮它找

一些好朋友来好吗？”通过这样的游戏语言暗示，指导幼儿将内

容画完整，将画面布局丰满。

二、运用故事、儿歌熏陶法促进幼儿大胆讲述，在讲述的基

础上进行大胆作画

故事、儿歌熏陶法就是指在绘画教学中，运用编故事和儿歌

的形式，将绘画的技能讲解并示范给幼儿的一种方法。

小班幼儿在绘画活动中经常出现边画边说的现象，其实这种

“说话”是孩子帮助自己完成绘画活动的一种指导，教师不应该

制止，相反，当发现有的孩子不敢落笔时，教师可以鼓励幼儿边

念儿歌边画，这有助于孩子大胆而自信地绘画。如：我在教幼儿

画小鸡时，编成了儿歌：小鸡小鸡真可爱，头儿身体圆又圆。嘴

巴尖尖捉虫子，小小的眼睛人人爱，竹叶小脚地上踩。

在绘画活动中，教师尤其要了解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引导

幼儿大胆地说，边说边画。

三、运用材料适时投放法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引导幼儿大胆

涂色和构图

小班幼儿思维的直觉行动性以及对自己活动的控制和小肌

肉发展还不完善，动手操作能力较差，重复单一的操作材料不

易激发幼儿的操作兴趣，因此教师需要为幼儿适时适当地投放

材料，不仅能激发幼儿的绘画欲望，而且便于幼儿进行大胆地

涂色和构图。

小班幼儿的绘画主要是从涂鸦阶段开始。在绘画活动中，

当孩子们拿着蜡笔乱涂乱画时，老师要适时地指导，如指导孩

子将画纸画满，均匀地来回涂。而对于那些不敢拿笔画，“缩手”

的幼儿来说，最好不要给他们提供统一的绘画工具，尽量提供

多种颜色鲜艳、形状新奇的画笔、画纸来吸引他们，可以让他

们自己选择喜欢的绘画工具和材料，激发他们想“动”的欲望，

然后编一个好听的故事让幼儿边听边涂，这样能帮助幼儿大胆

涂色和构图。

在实践操作中，我的做法是：

1. 提供新颖的、色彩鲜艳的涂色工具，如蘸有颜料的棉球、

棉签、粉笔、油画棒、水笔等，让幼儿自己选择喜欢的工具。

2. 出示范画，根据画面编故事逐步引导幼儿进行涂色练习，

并将画面涂满。

如：出示一张画有大灰狼的样画，编故事：今天有只大灰狼

欺负了很多小动物，老师生气了，现在把它抓来了，我们该怎么

样处置它？有幼儿说：“把它打死！”“把它用笼子关起来”……

众说纷纭，我说：“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它是不是，该怎么办呢？”

引导幼儿把大灰狼涂上颜色，要求涂得满满的，一点都不能看见

大灰狼。通过这种方法，幼儿很轻松地过渡到涂色练习，而且非

常感兴趣。

除此之外，对于小班的幼儿来说，绘画更像是一种趣味游戏，

是一种能够通过画笔来讲自己情绪或思想表达出来的一种方式，

能够充分展现他们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以及认知。然而，在教学实

践中我们也能够发现，很多幼儿对绘画都有一种抵触心理，他们

普遍害怕自己画出来的东西不像或者不好看，从而心生畏难、惧

怕等情绪。对此，我本着兴趣培养这一教学主线，通过各种方式

的运用来使他们体会其中的趣味，从而以更热情的姿态投入与绘

画中来。例如：我展示来各式各样的印章，然后指引幼儿进行仿画；

运用纸团压印来指导幼儿绘画；让幼儿运用各种大小和颜色的珠

子、各种容器来进行滚画；通过吸管等工具教导幼儿如何进行吹画；

运用颜料、棉签等工具来让幼儿进行点画等等。这样一来，幼儿

便可以拥有更多的趣味化绘画方式选择，并且会在绘画中保持长

久的活力，促使他们想画、乐画以及会画。

有时候，我们发现有的孩子在画纸上只画了一点点，即使教

师提供了一张很大的纸，幼儿也总是在边上或纸的下面画几笔就

不会画了，其实，这跟小班幼儿不会构图有关。

我的做法是：

1. 先让幼儿说一说喜欢画大的还是喜欢画小的物体，然后根

据孩子的意愿选择大小不同的纸张，要求大的纸就要画大的物体，

小的纸画小的物体。这样的引导就帮助幼儿确定了构图的大小。

2. 将幼儿进行分组，选择大纸的坐在一组，选择小纸的坐在

一组。让幼儿互相比一比，谁画得最大，能把纸画满，这时不要

求幼儿画出的物体有多像，随便幼儿画什么，只要画满就行。这

样的练习经过数次以上就能提升小班幼儿的构图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投放材料时，要考虑到幼儿的需要，

不要投放的太多，否则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影响活动效果。要

基于幼儿的需要，对材料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筛选，适时投放。

“游戏体验法”“故事、儿歌熏陶法”“材料适时投放法”，

是我在指导小班幼儿绘画中积累与总结的几种有效的指导方法，

当然，在指导幼儿绘画活动时还有更多适宜的方法有待教师在今

后的实践中不断去发现和探索。

四、结语

总之，基于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实际发展水平，教师要用

适合他们的方法有针对性地指导，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在

绘画活动中，要以幼儿为主体，理解和尊重幼儿的兴趣和爱好，

采用有效的指导策略，让幼儿在有趣的活动氛围中，用自己喜欢

的工具和材料作画，提升幼儿大胆绘画能力，真正将课程游戏化

精髓落实到平时教育教学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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