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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染特色活动在幼儿园的组织与开展
徐　欢

（酒泉市第八幼儿园，甘肃 酒泉 735000）

摘要：扎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以独特的工艺和极富艺术的美感而著称，使其拥有其他工艺无法代替的特殊美。这一艺术制作

工艺简单，而且艺术风格独特，很容易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对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研究在幼儿园组织和开

展扎染特色活动，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本文就扎染特色活动在幼儿园的组织与开展进行了简单研究，简单阐述了扎染在培养幼儿方面

具备的影响力和身边可利用的扎染资源，最后提出几点组织和开展扎染特色活动策略，以期对幼儿园的教育活动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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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改逐渐落实过程中，幼儿园的教育工作有了更具体的

方向和内容，使得这一阶段的教学活动更加注重教师与幼儿、幼

儿与幼儿之间的活动，在这样的交流中培养幼儿的学习能力。此

外，在幼儿园阶段培养幼儿的民族意识也是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

需要教师在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渗透民族文化，其中扎染特色

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扎染工艺是我国优秀文化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幼儿教育活动中展现出较高的智慧和艺术表

现力。为此，作为幼儿园阶段的教师，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以便更好地组织和开展扎染特色活动。

一、组织和开展扎染特色活动在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意义

扎染特色活动的组织，为幼儿园的教育活动提供了新的内容，

要想最大化地发挥其教育引导幼儿的作用，教师需要深刻认识到

其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产生的教育意义。为此，笔者进行了以下

总结：

（一）可以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在幼儿园开展扎染活动，是对教学活动的一种创新，也是

一种增加教育内容的方式。尤其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这一

内容的加入使得幼儿园艺术教学所涉及的面更加广阔，而且比

较符合幼儿园的日常教学活动。此外，扎染艺术运用到教学活

动中，能够以其较强的实践性和趣味性，吸引小朋友的喜爱，

有利于提升幼儿的审美能力，并激发他们学习探索新知识的兴

趣。扎染活动本身在操作上并不具备难度，而且操作方法较为

简单、灵活，在教学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幼儿上手速度较快，

能够让他们体验到亲自动手操作的乐趣，进而将幼儿的注意力

集中在课堂中，使他们与教师和其他幼儿之间拥有互动关系，

使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提升。这样，不仅让幼儿掌握相关的教育

知识，也使得幼儿参与到扎染特色活动中，有兴趣学习这一艺

术瑰宝。

（二）培养幼儿积极主动探究知识的能力

幼儿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对教学内容感兴

趣。在幼儿园组织扎染特色活动，能够借助扎染艺术的魅力，提

升幼儿的学习兴趣，进而为引导幼儿主动探索新知识做铺垫。教

师可以让幼儿园将各自完成的扎染作品展示出来，并给予每一位

幼儿鼓励，使他们获得教师和小朋友的鼓励和赞赏。之后教师可

以将学生们的扎染作品整合起来，组成更加漂亮的整体扎染作品，

已达到不同的艺术效果。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的互动

较为频繁，能够充分启发幼儿的艺术思维和学习思维，让他们在

扎染中感受学习的快乐。幼儿在快乐中，也比较愿意学习新知识。

幼儿的探究能力并不会立马表现出来，这与他们所处的年龄段有

关，但是在他们的意识里已经有了快乐的感受，会在日后的学习

活动中表现出来。

（三）锻炼幼儿创造性思维和动手实践能力

扎染特色活动中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对于提高幼儿的动手操

作能力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教师要想在特色活动中，培养幼儿

的这一能力，启发他们创造性的思维，可以通过创设相应的扎染

特色活动，将扎染艺术进行简化，使其更加符合幼儿的个人特点。

此外，在新课改的影响下，教师在开展扎染活动的过程中，会注

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他们灵活变换扎结的方法，在

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使左右手的搭配更加灵活。同时，在幼儿参与

到扎染特色活动中时，往往会追求自己喜欢的颜色，会因为没有

出现自己想要的效果而寻求教师的帮助。此时，教师可以根据任

务的难易程度，选择适当的内容引导学生，比较难的部分教师可

以带幼儿完成。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幼儿的创造意识会得到有

效提升，并且锻炼他们创造性的思维，并且提升他们的动手实践

能力。

（四）有利于培养幼儿的民族意识

扎染艺术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上千年的沉

淀而形成的艺术与智慧的结晶，其中有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有劳

动人民对美的追求，包含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在幼儿园组

织和开展扎染特色活动，能够让幼儿接触到这一民间传统艺术，

并在学习探索过程中，感受到它的魅力，能够让他们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魅力，对其终身的发展和成长都有积极的引导作用。而且，

在幼儿园组织和开展扎染特色活动，本身就是对民族艺术文化的

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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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和开展扎染特色活动时可利用的教育资源

教师在组织开展扎染特色活动时，可利用的教育资源十分重

要。为此，笔者简单阐述了一些身边的资源。首先，家长是幼儿

园教育阶段不可少的教育资源，这是由幼儿的年龄特点所决定的。

在开展扎染特色活动的过程中，家长的参与能够让幼儿在活动中

获得更多的乐趣和成就感。教师可以组织幼儿和家长一起进行亲

自扎染，比如让幼儿给爸爸或妈妈制作一个扎染小礼物。这样可

以让家长看到幼儿在学校学习到的技能，也可以让幼儿表达自己

的对父母的热爱之情。这样的教育内容，会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

内容，在其今后的家庭教育中依然存在影响力。其次，就是幼儿

园资源。教师需要将幼儿园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使身边的教育

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比如，幼儿园可以适当开展混龄教学活动，

让大班的孩子带领小班的孩子学习沾染艺术，幼儿之间沟通会更

加顺畅，这样可以增加大班孩子的责任感和自信心，也可以让小

班的孩子从同龄人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最后，教师可以充分利

用幼儿园提供的丰富的操作材料，利用户外活动场所，为幼儿创

设更加开放性的扎染活动环境，让幼儿在自然中呼吸，在探究中

发现，在互动中成长。

三、扎染特色活动在幼儿园组织与开展的策略

开展扎染特色活动的形式有很多，幼儿园首先要从提升教师

扎染知识储备开始，为教学活动提供有力支撑。以下笔者做了简

单阐述：

（一）教师深入了解，普及扎染知识

幼儿园要想保证扎染特色活动组织和开展的效果，首先需要

教师拥有具备较强的扎染知识。这样，才能让教师更好地成为幼

儿学习过程中的引导者和支持者，使扎染特色活动表现其真正的

魅力。因此，在幼儿园组织和开展扎染特色活动，需要教师深入

了解扎染艺术，并且知道怎样将扎染知识化繁为简，以通俗易懂

的方式传授给幼儿。

例如，幼儿园需要在组织扎染特色活动的前期，首先对教师

进行系统性的培养。有条件的幼儿园可以带领教师到实际地点或

艺术馆进行参观学习，并动手进行操作联系，对扎染艺术有具体

的了解。对于条件不便利的幼儿园，教师可以在网络上搜集相关

的视频，通过观看学习了解扎染艺术。在锻炼动手能力的时候，

教师可以使用给幼儿准备的学习材料，这样能够更好地与教学活

动相结合，了解幼儿使用材料之后得到的实际扎染效果。这样先

让教师对扎染艺术有所了解，以幼儿的视角进行了解和学习，再

以幼儿教师的姿态站在讲台上，为幼儿提供扎染知识。这样，既

可以提升教师的教学实力，还能够提升扎染特色活动开展的实际

效果。

（二）组织和开展游戏教学，提高学生的扎染技能

在开展扎染特色活动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注重激发幼儿的兴

趣，在内在兴趣的带领下，才能让幼儿有具体的学习行动。根据

幼儿的身心特点，教师可以采取游戏教学法，培养幼儿对扎染活

动的兴趣。在创设游戏活动之前，教师需要让幼儿了解扎染和扎

染的具体方法，借此提高幼儿对扎染的兴趣。之后，教师可以借

助设计好的教学活动，将幼儿引导进入扎染游戏环节中。

比如，教师可以为幼儿创设制作礼物这样的游戏背景，并借

助制作礼物的游戏将幼儿导入游戏环节中。在游戏过程中，幼儿

套上防护手套，将学习到的扎染技巧运用到实际中。幼儿想象着

自己在制作礼物，就会有动力进行颜色的选择与搭配，并借助“巧

妙”使用工具，进行有心意的制作准备。此外，在幼儿进行扎染

游戏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观察幼儿的表现，一方面为自己提供

进行教学反思的参考，另一方面为发挥自己的教学引导作用，避

免让扎染特色活动陷入混乱状态。在这样的游戏氛围中，幼儿会

结合记忆中教师的讲解和自己的想法，进行大胆的扎染艺术创作，

让他们的扎染技能得到有效提升。

（三）提升创作思维，丰富扎染教育效果

在幼儿园开展扎染特色活动，教师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

方式，为幼儿提供新的创作思路，使他们热爱这一特色教学内容。

此外，教师还需要借助这一艺术形式，然给幼儿对其有深入的了解，

并在创作过程中采取适当的方式，发散幼儿的创作思维。

比如，在实际教学中，笔者发现部分幼儿对创作图案没有意

识，他们往往是在乱染的状态下参与到扎染活动的。因此，教师

需要在课堂上进行适当的引导。比如，幼儿拿到的布艺是纯色的，

可以引导他们在扎染的过程中，用简单的线条；如果他们拿到的

布艺有一定的纹理，教师可以引导幼儿查看布艺上的花纹，并进

行适当的联想。在这一培养过程中，教师可以不用过多在意幼儿

的给出的答案是否正确，重点是培养他们创作前进行联想的意识。

另外，教师可以在讲解扎染方法的过程中，对皮筋的疏密程度进

行变换，让幼儿看到这样的变化能够影响最终的扎染效果。这样

能够让他们看到实际的效果。之后，教师再让幼儿结合自己的想

法进行多种多样的创作。这样，能够借助扎染特色活动培养幼儿

的艺术创作思维。

四、结语

总之，在幼儿园开展扎染特色活动，需要教师结合幼儿的个

人特点，灵活运用教学方式，使扎染教育活动紧密与幼儿个人状

态相结合。这样，才能保证幼儿扎染艺术对幼儿的启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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