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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美工区域活动的优势及运用策略 
韦笑 

（淮安市洪泽实验幼儿园  安徽 淮安   223100） 

摘要：幼儿园美工区域活动是幼儿教育的重要内容，美工区域为幼儿提供了培养艺术能力与素质的基本场地，对幼儿的全面发
展有积极的意义。幼儿教师在美工区区域活动中，应结合幼儿实际，为幼儿准备不同的材料和工具，合理优化区域活动材料投放，
引导幼儿通过独立操作或同伴合作，用绘画、手工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主观意愿和兴趣爱好，锻炼动手操作能力和创造潜能，体会
到美工创作的快乐。本文先分析了幼儿园美工区域活动的优势，然后，探讨了具体的运用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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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美术教育是幼儿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幼儿身心和谐统一

发展和综合素质培养中占有关键的位置，是素质教育得以实施的重

要途径。幼儿园美工区是指活动室内专门为儿童提供的美术活动的

区角，也是幼儿感受美、表现美的小小世界，在幼儿教育中应用价

值较高，是提高幼儿素质的有效途径，应予以高度重视与应用。 

一、幼儿园美工区域活动的优势分析 
美工区域活动是幼儿在美工活动中，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的一

种带有学习和工作性质的游戏，具有极大的教育优势。美工区提供

幼儿美术活动所需的设备和材料，能够充分满足幼儿自主选择、开

展美工活动的需求，与日常美术领域教学活动相辅相成，可为幼儿

创设科学、适宜的美工区环境。在美工区域活动中，幼儿可以充分

体验表现与创造的乐趣和成就感，感知美工活动中不同色彩、不同

线条与多种立体造型等带来的不同乐趣，同时也能获得与丰富的操

作材料进行有效互动，以及创造性地综合使用美工材料的机会。 

二、幼儿园美工区域活动的运用策略 
（一）合理创设美工区 

幼儿园在美工区规模与位置设置上，要结合美工区活动的特点

以及幼儿的实际情况，还要综合考虑空间布局、幼儿人数、操作条

件的现实状况，合理确定美工区域的活动规模。位置可选择在采光

充足的窗边或长廊，并兼顾与其他区角的互动性。在分类布局方面，

要考虑到幼儿的年龄特点，如将常见的柜子、货架、收纳盒等充分

利用起来，用柜子、货架作为区域间的隔断，保证美工区活动顺利

进行。同时，操作台是美工区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类型的

美工区域活动对应不同的操作台，教师也要相应选择合适的收放工

具。在规则与标识方面，教师要为幼儿提供丰富多彩的创作材料和

色彩元素，目的是培养幼儿在多种环境下具备发现美、欣赏美、创

造美的能力。在功能区设置方面，借助美工专室独有的环境优势，

教师可以将生活手工艺与美工活动区域功能有机融合起来，将专室

规划出木工区、彩绘区、塑形区、布艺区、造型区等，使幼儿活动

与生活息息相关。为方便幼儿手工操作，各区间配套可设置富有艺

术形象的材料箱、作品展柜和材料箱等作为分区隔断，有机地划分

开各个区域，既独立又彼此相通，从而形成美工专室独有的空间格

局。 

（二）结合实际投放美工材料 

幼儿由于年龄及认知特征的限制，对周围人或事物有着极强的

好奇心，容易产生广泛的兴趣爱好。因此，在美术区域材料投放中

要有丰富多变的材料，让幼儿感受到创作带来的快乐。例如，可以

投放各种各样的笔供幼儿绘画，五颜六色的纸供幼儿裁剪，或者引

导幼儿寻找一些废弃的东西自主创作，变废为宝等。艺术创作源于

生活，在幼儿美术教育中也要注重材料的生活化。这种生活化的东

西突破了室内美术活动区域材料的单一性，将幼儿在生活中寻找到

的东西经过拼接改造，完成艺术品的创作。如根据季节的变化，教

师带领小朋友在周边寻找可以用来创作的东西。比如春天花开的时

候，让小朋友观察各种花儿的形状，将观察到的东西带回到美术活

动区域后，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展示出来；在秋天树叶飘落的时候，

教师带领小朋友收集各式各样的叶子并将它们带回美术活动区域，

小朋友就可以利用彩色笔、胶水、剪刀等工具对树叶进行加工，从

而完成一幅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另外，沙画也是一个很好培养小朋

友艺术创作的方法，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也喜欢玩沙子，因此可以

利用安全的沙子让幼儿绘画或者搭建属于自己的“堡垒”。此外，

美工区域材料投放还要注重层次化，教师在了解每个幼儿的特点及

喜好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材料，以吸引幼儿快速进入艺术创作

中。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材料投放，科学确定美术活动的主题与定

位，并且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材料投放。教师在选择材料投放时，

应该注意材料与主题的切合度，注意多种材料的有序摆放。例如，

在造型区，活动所需的材料和特殊工具分年龄段投放，并用特征不

同的材料盒、工具箱分类摆放，起到提示幼儿规范取放的作用。再

如，小、中、大班用不同颜色标识区别，以便教师在各班专室活动

时，根据标识取放物品，做好相应的活动准备。 

（三）教师要充分发挥指导作用 

美工区活动中，教师启发式的指导和和谐的师幼互动关系，是

幼儿相关活动开展的有力支持。教师的有效指导能发挥提高幼儿创

意思维品质的作用，可以将教师的指导分为介入式直接指导和观察

式间接指导。活动的具体技艺技巧、活动的具体要求、参与活动的

幼儿能力等都影响着教师指导作用的发挥。教师能否选择适宜的指

导方法也决定着美工活动的效果，应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

方法。同样，进行美工区活动的幼儿也存在个体差异，这就要求组

织活动的教师要用准确、发展的眼光观察幼儿的活动过程和效果，

做好相关的区域观察记录，以便判断每个幼儿的最近发展区。并以

幼儿合作者的身份去尊重和理解幼儿的兴趣、行为，扮演好幼儿支

持者的角色，鼓励幼儿大胆地表现和创造，教师适时地提供指导。

期间，教师要做到会“忍”、善“推”、装“傻”、露“喜”，成为幼

儿创意美术活动真正的合作者、支持者和激励者。 

三、结语 
综上所述，幼儿园美工区域活动具有显著的教育优势，幼儿园

及幼儿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善于改善条件、创造条件，充分

利用现有资源创设活动环境，让幼儿积极参加各类美工区域活动，

引导幼儿积极参与活动，提高幼儿对美工活动的兴趣，满足他们的

个性化需求，培养儿童的艺术创造能力，使幼儿园美工区活动为幼

儿健康、快乐和全面发展提供有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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