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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助力幼儿园美术教学活动的实践研究 
殷娜 

（西安市第一保育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文章对信息技术助力幼儿园美术教学活动的实践展开探讨，围绕“信息技术”的应用展开探讨，从立体化、趣味化、丰

富化、情景化四个角度简述其在美术活动中的作用，利用美术教学活动中导入、情景构建、欣赏审美等活动及环节提出几点教育建

议，立志于为幼儿美术活动注入全新活力，提高美术活动的教育质量，为幼儿打造别样的趣味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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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先进的教育设备走进

了教育工作中，幼儿园教育也不例外。方便、快捷的信息技术为人

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在教育行业中的应用更是打破传统

教学模式与教育观念，创设了更具新颖、多元、立体化的教育模式，

予以受教育者别样的学习体验感。身为幼儿教师，要提高自己的教

育技能，挖掘信息技术的教育优势，将其巧妙融入幼儿园美术教学

活动中，激活幼儿的主观能动性，提高美术教学活动的教育质量。 

一、信息技术在幼儿美术活动中的教育优势 
（一）立体化 

在以往的幼儿园美术教学活动中，教师多半使用范画、观察图

片等方式构建美术活动。这种方式虽然能让幼儿直观地看到画面上

的内容、了解活动主题，但其教育功能有限，幼儿观察多半以平面

为主，教育效果不够理想。信息技术的应用打破了这一教育局限，

其“立体化”的特点让幼儿通过电子设备 360 度观察绘画内容，以

最直观的方式为幼儿带来视觉上的冲击，丰富幼儿对美术活动的认

知，进一步开阔幼儿眼界，有效激活其对美术活动的积极性[1]。 

（二）趣味化 

3-6 岁幼儿玩心重，游戏是其获取知识经验的基本模式。将信

息技术融入到幼儿园美术活动中，能将卡通人物“活化”起来，通

过动画的形式呈现在幼儿眼前，快速激活幼儿的美术学习兴趣，吸

引幼儿的注意力。不仅如此，趣味化的美术活动能调动幼儿的学习

积极性，在观看时幼儿会自发地对画面内容进行讲述，活跃课堂氛

围，完美地契合了幼儿的游戏心理，构建了一节趣味课堂活动，使

得美术活动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三）丰富化 

传统的幼儿园美术活动具有较强的局限性。教师通常使用绘本

或示范作画的方式为幼儿展开讲解，所获取的课外资源较少。信息

技术的应用刚好打破这一教育弊端，丰富了网络资源库和线上教育

资源，能让幼儿接触到更多、更丰富的知识内容，相对比传统的教

育模式其给予幼儿更多观看、学习的资源，使得美术课程愈发丰富

起来。 

（四）情境化 

《幼儿园教育纲要》中指出：“艺术领域活动应带领幼儿接受

生活中各种美好的事物和现象，丰富幼儿的感性经验和情感经验”。

情境化教育优势是信息技术的亮点之一，也是最适用于幼儿园美术

活动。幼儿生活、社会经验有限，教师通过信息技术将一些社会、

自然中的情境投放在班级中，通过虚拟情景的构建吸引幼儿注意

力，同时引导其欣赏环境，让幼儿更加真切地融入到美术活动中来，

既能激活幼儿与环境间的情感共鸣，还能调动幼儿的美术创作积极

性。 

二、幼儿园美术教学活动现状 
（一）幼儿注意力不够集中 

在当前幼儿园美术教学活动中，部分幼儿在美术活动中的注意

力不够集中，常常会出现走神、溜号的情况。此类情况的出现多半

因为美术活动缺乏趣味性，幼儿难以对活动内容燃起兴趣。如在小

班美术活动中，幼儿常常被外界新奇的事物或突然发出的声音所吸

引，在无意注意的引导下幼儿很快便转移了学习注意力。由此可见，

当前幼儿园美术活动较为死板枯燥，难以吸引幼儿的活动兴趣，需

要教师及时整改。 

（二）美术活动氛围低沉 

当前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多半使用绘画、手工、

剪纸的方式展开活动。不仅如此，在活动展开时缺乏趣味性，教师

常常使用平铺直叙的说教方式构建美术活动，幼儿只是盲目地听从

教师的要求并完成美术活动任务，没能真正地感受到美术活动的趣

味性，导致活动质量止步不前。 

（三）缺乏课外美术资源 

在当前幼儿美术活动中，教师的教学资源较为单一，多半以幼

儿园教材为主，教学活动中存在着较强的局限性。如在欣赏的活动

时，教师常常以绘本、图片的形式展开讲解，频繁使用这一种教育

方式会让幼儿产生厌倦心理，久而久之其对美术活动的兴趣也愈发

低沉。 

三、信息技术在幼儿园美术教学中的应用 
（一）趣味导入，激活幼儿美术兴趣 

导入环节是课程活动的初始环节，也是激活幼儿兴趣、吸引儿

童注意力的最佳阶段。在趣味导入环节中，教师可立足幼儿兴趣选

择一些卡通形象或人物，将视、光、色、影进行融合，构建一个趣

味性的导入环节，快速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从而激活幼儿对美术活

动的兴趣[2]。 

以小班幼儿美术活动为例。3-4 岁的小班幼儿注意力不集中，

活动专注力较为短暂，常常会被一些新奇或突然出现的声音、事务

所吸引。在开展美术活动前，教师可使用趣味导入的方式，选择幼

儿感兴趣的元素构建活动，在美术活动初始阶段吸引幼儿注意力，

激活其对美术活动的兴趣。如小班幼儿对《小马宝莉》动画片具有

较强的兴趣，常常在区域活动中和同伴讨论动画剧情。教师在导入

环节中便可选取该动画中的角色形象，用不同角色形象作为导入，

激活幼儿的学习兴趣，快速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如在活动开始前，

教师为幼儿播放角色形象及动画音乐，并对幼儿讲道：小马利亚中

的小马们和老师说，它们想为宇宙公主画一幅画作为生日礼物，想

请小朋友帮助他们完成画面，请小朋友们跟随着音乐，我们一起来

帮助小马完成任务吧！”。在这一导入环节中，教师选择了该动画片

中的人物、画面、音乐，用信息技术带给幼儿视觉、听觉上的冲击，

构建了一个趣味十足的导入环节，快速抓住幼儿的注意力，展现出

信息技术的教育优势，成功激活幼儿的美术兴趣，调动幼儿学习积

极性，为后续美术活动做好充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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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跃课堂，构建趣味美术情境 

3-6 岁幼儿思维发展具有“具体、直观性”的特点。如在美术

活动展开时，幼儿常常会根据自己观察到、看到的内容进行绘画。

在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美术活动时，教师可利用信息技术的便捷性，

将视觉、听觉效果整合，利用电子设备构建一个别样的活动情境，

从而激活幼儿的感官认知，为其构建一个趣味性的游戏情境，从而

激活幼儿对美术活动的兴趣，让其主动地走进美术活动中，发挥出

信息技术的教育功能。 

以中班幼儿美术活动《海底世界》为例。本次美术活动目标为：

“让幼儿了解海底生物的丰富和有趣；学会绘画不同鱼的造型；感

受美术活动的乐趣”。在日常生活中，幼儿对海底世界的了解渠道

基本来自图书馆、动画片，部分幼儿在周末时会和父母一起去海洋

馆中参观，对“海洋世界”的了解有限。如使用传统的美术活动方

法，以说教的形式带领幼儿绘画出海底生物的特征，虽然能达成教

学活动目标，但难以让幼儿对画面进行理解与感悟。针对这一问题，

教师可为幼儿播放海底世界的情境，调整班级内的光线，营造一个

浓郁的海洋氛围，通过视频、动画的播放并加上声音的辅助，让幼

儿沉浸在虚拟情景中，更真切地感知到海底世界的魅力。而在幼儿

观察结束后，教师便引导幼儿展开美术创作活动，让幼儿结合虚拟

情境与主题活动，用自己感兴趣的方式构建出“海底世界”，让其

真切地融入到虚拟情景中展开艺术创作。这种教育方法能与幼儿别

样的绘画情感，在绘画过程中激活幼儿的情感共鸣，还能予以幼儿

丰富的绘画经验，在虚拟情景的打造中激活幼儿的创造激情，将信

息技术的优势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其真正地成为幼儿学习的工具。 

（三）审美鉴赏，获取丰富美术资源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对艺术

领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创造条件让幼儿接触多种艺术形式和作

品；利用传统节日和民间庆典机会，带领幼儿观看或共同参与传统

民间艺术和地方民俗文化活动，如皮影戏、剪纸和捏面人等”。美

术活动作为幼儿园艺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美育教学实施的

重要途径。受多种因素影响，美术活动的开展途径多半在幼儿园展

开。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下，教师可利用信息技术的丰富性获取丰富

的美术资源，带领幼儿欣赏不同的美术作品，开阔幼儿视野，从而

提高其艺术素养[3]。 

以大班幼儿美术鉴赏活动为例。受多种原因影响，教师不能直

接带领幼儿走到社会各个场景中参观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但在信

息技术的应用下，教师可以使用视频、图像、动画的方式带领幼儿

在班级中欣赏不同的艺术作品。如在节日前后，教师可挖掘乡土资

源，用视频的方式播放一些民俗文化。如在我国南方地区，教师可

为幼儿播放踩高跷、舞狮的艺术活动，引导幼儿仔细观看视频中的

动作及人物形象，在观看结束后鼓励幼儿使用自己喜欢的艺术方式

将其呈现出来。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使用“线上美术馆”的教育

方式，通过信息技术为幼儿构建活动，让幼儿展开线上参观，教师

耐心地为其讲解不同作品的特点，通过信息技术开阔幼儿眼界、丰

富美术教育资源，在观看中提高幼儿的艺术素养，达成美术活动的

教育目标。 

（四）细化步骤，给予幼儿直观经验 

3-6 岁幼儿年龄小，各方面能力发展不成熟，在学习一些复杂

的美术技巧时，需要教师的反复讲解。在传统的幼儿美术活动中，

教师通常以示范的形式展开教学活动。但受年龄、能力及视野等因

素的影响，一些幼儿无法准确地观察教师手上的变化，对于一些手

工技巧掌握度不高。信息技术的应用完美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电

子屏幕的应用将一些手工细节放大处理，解决幼儿的活动困惑，从

而保证美术活动的质量[4]。 

以中班幼儿《趣味剪纸》活动为例。在本次活动中，要求幼儿

掌握彩纸的六折、八折方法；学会画出不同形状的花纹，并将花纹

准确地剪下来；感受民间剪纸活动的魅力。在以往的教学活动中，

教师会准备一张较大的纸张，走到幼儿中间，带领儿童一步一步折

纸。但这种活动教育方式缓慢，需要教师对不同幼儿进行指导，活

动进程较慢，长时间的活动反而给幼儿带来了消极等待的情绪，美

术活动质量不够理想。在应用信息技术时，教师可将折纸技巧以视

频的方式呈现出来，将其投放到班级的大屏幕上，引导幼儿跟着视

频步骤仔细地进行操作。而在幼儿操作过程中，教师便可以此对幼

儿进行指导，从而提高美术活动的效率。不仅如此，在面对一些较

为复杂的操作时，幼儿会出现困惑的情绪。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

使用“0.5 倍速”进行播放，让幼儿仔细观察各个折纸环节的步骤，

照顾到所有幼儿的需求，杜绝“消极情绪”的出现，从而保证美术

活动的教育质量，展现出信息技术的教育优势。 

（五）融合兴趣，释放幼儿想象思维 

兴趣是幼儿最好的老师，也是课程活动的最佳质量保障。在利

用信息技术构建美术活动时，教师可将幼儿的学习兴趣融入其中，

通过信息技术的优势释放幼儿的想象思维，让幼儿对美术活动展开

大胆想象，构建趣味性的美术课堂。 

以小班美术活动《奇妙的图形》为例。教师通过观察发现“小

班幼儿对不同形状的图形具有极强的兴趣”。在美术活动开展时，

教师可制作一个 PPT 课件，在上面绘制出各种各样的图形，通过随

意点击的方式将不同图形进行组合，形成各种各样美丽、新奇的物

体或图案。如：用三个圆组成一串糖葫芦；用若干紫色的小圆形组

成一串葡萄；用椭圆和正圆形组成小兔子的头像；用不同形状的三

角形组成狐狸的造型……等，教师随意操控 PPT 中的画面， 立足

幼儿对“图形”的兴趣，让其感受到图形组合的魅力。在此基础上，

教师让幼儿使用绘画的方式，鼓励其将不同图形拼接起来，构建不

同的造型。这种教育方式能最大限度地给予幼儿体验和感知美的机

会，让其意识到美术活动的趣味性，激活幼儿对绘画活动的兴趣，

在不同造型的塑造下让幼儿形成敢画、想画、愿意画的意识，利用

信息技术点燃幼儿想象、创造思维[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信息技术助力幼儿园美术教学活动展开探

讨，从不同视角出发，将信息技术融于幼儿园美术活动的多个环节，

并为教师提出几点教育建议。在新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为人们生

活、工作带来极大便利，不仅仅存在信息技术本身，在不同的领域

中应用也具有极高的价值。幼儿教师要做到“与时俱进”，提高自

身的教育意识，意识到信息技术的教育优势，为幼儿园美术活动注

入全新活力，用先进的技术设备点燃幼儿的学习兴趣，让幼儿在互

动与玩乐中趣味学习，打造别样的美术教学活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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