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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善文化背景下绘本在中班美术活动中的实践研究 
许晴雯 

（苏州市相城区玉成第一幼儿园  215100）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推进，美术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培养儿童发现美的能力，更可以提高幼儿欣赏艺术作
品的能力。如何更好地突出“美善”教育，使幼儿能够欣赏美，体验美，创造美成为重中之重。在中班合理应用美善绘本，能够激发
幼儿主动性，大幅度提升幼儿的综合素能，促使幼儿养成良好品格。结合我园课题，在“美善文化”背景下，如何以美善绘本为载体，
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儿童个性、社会性和情感发展也成了本次研究的重点，希望能够为幼儿真善美教育工作开展构建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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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本质是教育人“向善崇美”。中班幼儿美术教学似乎更

注重美术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儿童“真、善、美”的发展。幼儿

对世界了解极为有限，相较于普通书籍，美善绘本更为直接，不仅

能抓住幼儿注意力，更能传递真情，使幼儿感受到自然之美、生活

之美，提升幼儿整体素能。作为幼师，应巧妙运用美善绘本，开展

美术活动，充分发挥绘本应用价值。 

一、“美善文化”背景下，美善绘本的应用意义 
虽然幼儿教育并无固定课本内容，但针对幼儿成长需求，结合

《指南》[1]要求，在幼儿教育中引入美善绘本，不仅能培养幼儿的

赏析与动手能力，在提升幼儿知识储备量同时，能够启发幼儿思考，

什么是美，怎样表现美。在此过程中，教师借助美善绘本开展美术

活动，潜移默化中使幼儿明辨是非，树立正确价值观。基于美善绘

本重要性，在幼儿教学中，应选择适合的绘本开展美术活动，使幼

儿成长得到明确指引。 

二、“美善文化”背景下，美术教学活动对幼儿的影响 
（一）培养幼儿艺术审美能力 

幼儿美术教育是幼儿美育的主要途径,幼儿美术教育的功能主

要体现在审美方面,包括审美情感的孕育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幼儿美

术教育从幼儿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出发,引导幼儿感受艺术作品和

周围环境的美,激发其审美体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幼儿的审

美感受力,激发其对美的渴望,喜欢发现美、乐于欣赏美。 

（二）发展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 

幼儿园美术是一门创造性和灵活的学科。美术作为幼儿一种自

我表达的方式,作品中的情感和创造是幼儿作为独特个体审美体验

的一种反映。它需要善于观察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从生活中找到兴

趣和灵感。这不仅可以培养孩子敏锐的观察力，帮助孩子形成细腻

的情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更为其提供了自由表达情感、培养

丰富想象力的机会。 

（三）促进幼儿健全人格和健康情感的形成 

《纲要》指出:教育应面向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健全的人格是

幼儿和谐发展的重要方面。幼儿美术实践活动应注重通过自主交流

与讨论感受、表达作品。刻板的模仿和干扰，只会使幼儿迎合成人

的意愿，从而失去自主的人格。幼儿美术教育要把握幼儿心理发展

的实质，顺应孩子情感的表现，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也是

幼儿发自本性的人格化的需要。 

三、如何在幼儿园中班开展美善绘本应用活动 
（一）借助美善绘本提高幼儿审美能力 

美术教育在提高幼儿美术感受力、鉴赏力的同时,更能促进审美

能力的发展。创作活动中,幼儿对多种艺术工具和材料进行操作和使

用；欣赏活动中,幼儿与大师作品进行接触、对话,在潜移默化中学

习、模仿、借鉴大师的造型、构图、线条、色彩运用及艺术的表现

方式等,最终迁移到自己的创作中。例如《夏日海湾》,作者用水彩

画描绘了一段悠闲又充满大自然神秘感的小岛生活。画面中光影与

色彩的变化,带有明显的印象派特征。《凝固的时间》、《梦想家威利》

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子。从优秀的绘本中挖掘出美

术知识进行欣赏教学,更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理解艺术风格。 

（二）借助美善绘本完善幼儿品格 

幼儿成长主要来于外部的感官刺激，相对于文字，色彩明艳的

绘本更能激发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感知蕴含的丰富内容。生命中

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一粒小小的种子，从破土而

出到美丽彰显，也能演绎出别样的精彩。绘本《努力生长的小种子》

中介绍了小种子“自然生长”的每一个过程，直观、生动、形象，

让孩子能够“看见”种子发芽和生长的秘密。绘本图书的图画形式

非常特别，采用“吹画、点画”的形式完成春天里花卉植物的创作。

在以此为基础的美术活动中，我们“吹画、点画”春天里的花卉植

物，一起来感知、绘画、赞美春天，尊重生物多样性，以平等眼光

看待自然真谛。 

（三）借助美善绘本细化幼儿情感 

实践证明，应从知识、技能以及情感几大部分开展幼儿教育工

作，并根据幼儿年龄及需要，对幼儿教育进行细化。因而，可以借

助美善绘本，在中班开展细化绘本活动。例如美善绘本《安的种子》，

故事所演示的是一种“等待的智慧”，这种智慧来源于对大自然法

则的认识、尊重和顺应。生命中我们既需要怀揣希望、有所追求，

更需要提醒自己“适度期待、从容面对”。美好往往可遇不可求，

心怀美好便能遇见美好，这才是庸常人生的幸福！对于中班幼儿来

说，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意识、想象与理解能力得到一定提升，

但是细化能力较弱。在续编过程中，易出现乱涂乱画现象，教师应

结合幼儿情感，采用集体涂色方式，以情感为主线细化教育目标，

使幼儿收获感动、收获爱，更好地感知亲情。 

（四）借助美善绘本开发幼儿智力 

美术活动能满足幼儿成长过程中的需要，反映幼儿活动过程中

的主动性、愉悦性、体验性和成长性。幼儿通过自己绘画过程中出

现的一些形态，会偶然发现，我画的东西好像跟生活中的东西很像。

美术实践活动中相对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可以发展幼儿的右脑，

促进其形象思维的发展。例如美善绘本《我想变成彩色鱼》，以海

底世界为背景，各种“色彩缤纷、造型奇特”的鱼类，组成了一个

色彩斑斓的海底鱼群，给予孩子们丰富的视觉享受。这本书风格独

特、主题鲜明，色彩饱满，视觉上数量的递增，简单又有韵律的文

字，形象夸张、动态十足的彩色鱼，让孩子们感知并领略到了“奇

幻世界”的魔力和魅力，为幼儿后期进行剪纸鱼、彩绘鱼、线描画

鱼等美术活动奠定了经验基础。 

因此，我们应选择适合幼儿的绘本，将教育目标融入美善绘本

活动中。幼儿通过从感觉体验到表达创造美的操作活动，丰富审美

体验，提高审美能力，完善人格塑造。这些对幼儿良好的学习习惯、

探索精神和创造力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带

着目的完善幼儿教育，使幼儿在美善绘本为载体的美术活动中得到

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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