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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美术活动生活化的有关策略研究 
郭红英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保育院  341000） 

摘要：幼儿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的教育，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我们越来越推崇生活教育，让幼儿在学龄年段接触多种

多样的艺术形式，可以激发幼儿强大的艺术创造力，本文就如何在幼儿美术活动中融入生活化教学，让幼儿在生活中寻找到创作的

源泉，感受到生活之美，提高幼儿发现美、创造美、表现美的能力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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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合理运用生活中美的事物，激发幼儿对美术活动的兴

趣 

（一） 结合生活实际，激发发幼儿创作欲 

兴趣是驱动幼儿学习的最佳动力，教师要善于挖掘幼儿对于美

术的兴趣，针对学生的兴趣点将美术巧妙地结合到教学活动中，分

析幼儿现阶段的教育特点，幼儿教师需要注重生活化教学，幼儿阶

段是学生好奇心最大探索能力最强的时候，是对各种事物表现兴趣

的萌芽时期，幼儿美术活动生活化可以在美术和实际生活之间搭起

一座联系的桥梁。能够帮助学生们更好地认识他们所处的世界，提

高幼儿对美术的学习热情，让幼儿在美术创作中养成在动脑思考的

好习惯，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幼儿美术活动生活化还有利于促

进孩子的个性化发展，让学生自然而然的爱上美术课堂，主动地学

习美术[1]。 

例如，本学期我开展了种植花苗的小活动，让班级中的孩子从

自己做花盆开始进行种植活动，选择自己喜欢植物的种子，细心的

培育属于自己的一盆花，做花盆时，我邀请了孩子们的家长一起进

行陶艺做花盆的活动，家长既能帮助自己的孩子做好花盆，在制作

花盆的过程中保护孩子的安全，也能让家长参与到培养孩子美感的

美术课堂上来，真正体现了幼儿美术教育的生活化，在完成制作花

盆之后，孩子们开始选取自己感兴趣的花苗进行种植，我发现每个

孩子都在种植过程中投入了一定的精力，它们每天都会照顾花苗、

观察花苗的成长情况，在看到自己的小苗生根发芽之后也会开心地

向其他同学分享，根据小花苗成长的活动我也随即举办了“小花苗

成长记”的主题活动，孩子们通过对自己花苗成长状况、叶子形状、

颜色的深入观察，让他们做出“我眼中小花苗”的板报，鼓励孩子

们将自己看到小花苗的生长情况和不同的一面描绘出来。这样一来

孩子们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画作的制作过程中，一幅幅虽然并

不完美但是却很生动的写生画作就此诞生，在画作完成之后，孩子

们也会互相的交流观赏别人的作品，孩子们会发现他们每个人画出

来的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生活化地开展课堂可以让孩子们了解到大

自然的美丽，捕捉孩子们感兴趣的生活中体现美术的部分，引导孩

子们发现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美丽，让他们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

表达，从而激发幼儿的美术创造欲。 

（二）亲近自然，激发幼儿的想象创造力 

大自然的美景是儿童进行艺术创作的自然材料，让儿童接触大

自然，发现大自然之美，可以充实他们的认知，为他们以后的美术

创作打下坚实的根基。幼儿艺术教育是把教育活动和真实生活情境

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学习的主体，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加各种活动，

同时将教学的目的单一的输出知识变成对学习能力的注重，亲近大

自然能让孩子直接感受生活中的美丽，激发幼儿的创造力。 

例如，本次清明节假期我组织了踏青活动，让家长和孩子们自

主进行报名，带领孩子们去城市周边的农庄、村落游玩，让孩子们

在家长的陪同下亲自去田野里感受大自然的美丽，一起采摘菜苗、

在田野上奔跑、聆听小溪流水的声音和树上的虫鸣声，孩子们也可

以一起结伴玩 123 木头人和跳房子的小游戏，让他们亲身的感受到

郊外生活的快乐与自由，在一下午的玩乐之后，我会继续引导孩子

们根据下午的所见所闻大胆的想象，让他们去探索自己眼里看到的

世界还有的什么秘密，询问他们你听到的蝉鸣声是他们在互相倾诉

什么？小溪的流水为什么是源源不断的？小菜苗在田野里都发生

了什么故事？让孩子们在感受大自然无限的美丽时候激起他们的

创作欲望，以“小溪流水的故事”“小动物之间的悄悄话”“丰富的

田园时光”等一幅幅主题想象画由此诞生，让孩子们真正地将自己

经历过的美丽描绘出来，激发孩子们不同的想象力，利用感官获取

创作的源泉开拓孩子的思维。 

二、挖掘生活化的美术材料，拓展幼儿创作表现的途径 

美术教材对于孩子的学习和探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课

堂上，美术教师也不能将他们的作品限制在普通的画具上，不管是

生活中的日用品，还是校园中的每一件东西，都可以成为他们创作

的素材[2]。老师要善于指导孩子发掘不同的艺术素材，拓展他们的

创造途径，在我经过不断地探索下，发现生活化美术材料大概包括

以下几类： 

（一） 大自然中的创作材料 

大自然本身就物产丰富，奇妙的大自然可以给孩子们提供最自

然最直接的美术素材，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树叶、绚丽的花朵、五

彩斑斓的贝壳都可以成为孩子们的创作材料。这些材料在让孩子们

感觉到熟悉感的同时也会对他们能够制作成什么样的艺术作品而

感到新奇，源于我们最真实的生活内容，可以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

趣，让他们获得在艺术创作中的参与感，提高创作热情。 

例如，我经常鼓励孩子们在校园里捡各种不同的树叶和落到地

上的花瓣将它们做成标本或者收集起来，放到自己的书柜里用于创

作时使用，我会展开一堂制作标本的课堂，或者让孩子们把自己积

攒下来的树叶和花瓣做成书签，拓展幼儿合作创作能力。 

（二）学会利用生活中的废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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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很多使用过的废旧材料，变废为宝也一直是我们倡导

的话题。变废为宝就需要教师帮助孩子们一起挖掘废旧材料的功

效，无论是被风刮掉的树叶还是被我们扔掉的水果皮、废纸箱、看

过的报纸和报刊，这些东西不一样的材质和造型，都会给孩子们提

供创作的空间和思路。 

例如，孩子们想创作沙滩的画面，他们就可以在木屑的颜色中

获得启发，可以将木屑剪碎后撒在沙滩的位置，沙滩画就一下子展

现出来了，例如我们的破布薄纱穿过的旧衣服经过改造都可以变成

有设计感的新衣服，这些废旧材料的变废为宝可以充分锻炼幼儿们

创造美的能力，让孩子们感受到创作的乐趣。也在变废为宝的过程

中，进一步提高幼儿的环保意识。 

（三）运动器械的巧妙运用 

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能够成为孩子们创造美的辅助材料，幼儿

园中的滑梯篮球场足球场，并不只是辅助孩子们运动的工具，很多

运动器械都是幼儿们发挥想象力的材料。无论是废旧的跳绳，还是

断了球线羽毛球拍，这些都可以变成不一样的创意作品，比如我举

办了关于运动器械的创作，二次创作活动有很多孩子们都发挥了自

己的想象力，有的孩子坏了的羽毛球拍变身为一个球拍小怪兽，在

废旧的器械上进行了改造[3]。孩子们用小皮球蘸取自己喜欢的颜色

在大白纸上进行创作在一张长画卷上滚出不一样的底色纹理，教师

可以给孩子们准备衣服很长的画卷，让孩子们同时参与用各种工具

蘸取颜料绘出一幅画卷。让孩子们在合作滚球中体验作画的乐趣[4]。 

三、将幼儿美术学习的内容生活化 

幼儿园中的孩子们年龄都比较小，一些枯燥无味的美术课堂并

不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枯燥的美术课堂会让他们失去耐心，幼儿

正处于各种阶段和能力的发展初期，如果内容没有吸引力且过于复

杂可能会导致幼儿在学习的时候不但不能明白，反而会影响学习美

术的积极性，因此教师在开展幼儿美术教学的时候要注重结合生活

实际让课堂具体化生动化，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孩子们对美术

的学习兴趣和对美感的追求。 

例如，在学习美术中的基础颜色时，教师就可以用生活中常见

的颜色引入课堂，教师可以询问幼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常见的颜

色是什么？孩子们可能会说蓝色、绿色、白色，教师再继续进行提

问询问幼儿生活中的哪些食物是红色的？幼儿快速地回答花园里

的花是红色的，教师继续提问什么东西是绿色的？幼儿回答操场里

的草是绿色的，教师继续对幼儿进行提问询问他们在生活中还看见

过什么样颜色的物体？通过提问题的方式能让学生动脑思考，鼓励

幼儿们认真地回忆在生活中遇到的具有美感有颜色的物体，引发学

生的思考，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教师要注重对儿童艺术教育中生活

内容的选择，要以问题为基础，引导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感受艺

术的魅力，培养其对艺术的兴趣。要让儿童艺术教育的内容适应于

一切儿童 

四、幼儿美术教育生活化的重要意义 

美术是目前幼儿园的很重要一门课，它应当引起广大幼儿老师

的高度关注。幼儿美术课堂的生活化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发

展他们的想象力，增强他们的动手和创造的精神，从而促进孩子的

综合发展。课本中的美术知识，都是来源于生活中的真实生活的，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美术又高于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仅仅依靠教科书

的形式来已经不适应儿童艺术发展的需要，必须将艺术教育融入到

实际的生活中，并严格贯彻《儿童发展纲领》和《指导方针》。真

正做到儿童艺术教学的生活化，这种艺术教育与教学相融合，不仅

使儿童充分感受自然、社会、生活之美，而且有助于他们更快更好

地适应生活和其他学习科目。 

（一）有效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幼儿园中的孩童大多都是三到六岁，这个时期儿童正处于接受

教育的黄金期，教师们要注意不能使用拔苗助长的教育方式也不能

使用填鸭式的教育方式，要用心呵护儿童的好奇心，结合生活实际

创设生活情境吸引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教师要学会培养幼儿对美

术的兴趣而生活化的美术教学就可以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教师可以

让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多观察多发现生活中的美丽，让他们把生活和

美术相结合[5]。 

例如，老师可以将鹅卵石放在幼儿园的操场上，然后带着孩子

们去大操场自己，根据兴趣爱好进行挑选，然后让孩子们按照自己

的喜好在石头上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可以选用自己喜欢的颜色和

水彩笔等工具。这样的方式能够快速引起学生对于美术的兴趣。 

（二）有效提升幼儿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在传统的幼儿美术课堂上，教师很容易忽视美术课堂的特殊

性，美术课堂不仅仅是为了应付应试教育而产生的一类学科，艺术

教育具有综合性、开放性和生活实践性三大特点，幼儿艺术教育既

要满足基础教育的基本需求，又要利用多种实际的资源指导幼儿观

察生活、体验生活，让孩子们学会利用自己的能力观察到的各种事

物，帮助幼儿积累生活经验，提高幼儿在美术创作中的动手能力和

想象能力，提高孩子们的审美，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总结： 

综上所述，课堂新时代的幼儿美术课堂，应该结合生活实际密

切的关注幼儿的生活，在幼儿的生活与美术课堂中搭建起做沟通的

桥梁，在幼儿美术生活化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运用各种生活的手

段，有效地促进生活化学习在艺术教学中的运用。发展儿童的智能，

使其在人生中得到艺术的启发，并使孩子能够进行艺术作品的创

造，提高自己的想象力本文提出了创设生活情境、合理运用生活中

的材料、亲近大自然等几种有效途径，希望本文能对教育工作者起

到借鉴和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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