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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以“游戏”为媒，让小班绘画“乐”起来 
◆熊燕燕 

（浙江省余姚市四明幼儿园  315400） 

 
摘要：《纲要》中指出“每个幼儿都有热爱美好事物的天性和学习艺术的

潜能。”然而在组织小班幼儿开展美工活动中，我发现最大的困难就是孩

子“不敢”动手，“懒得”动手，“无从下手”。这大大影响了幼儿对美术

活动的热情。而游戏化的教学活动又是一种特别适合小班幼儿的活动，

在游戏的情节中、在角色的扮演中使幼儿获得成功的体验，获得快乐的

情感。我在指导小班幼儿美术活动过程中，针对发现的问题，从幼儿的

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出发，从绘画兴趣、绘画内容、绘画评价入手，创

设生动、有趣的教学情境，使游戏与美术活动自然的结合。从而保持幼

儿对美术活动的热情，激发小班幼儿的绘画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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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幼儿才会主动思考，并自学
采取行动。教师应该尊重幼儿的兴趣，并在幼儿的兴趣点上挖掘
具有教育价值的内容，使幼儿获得有关经验，体验成功，树立自
信心。小班孩子年龄小、手部小肌肉群发展不够完善、知识经验
缺乏想象力弱。在绘画活动中一般不愿拿笔，有的甚至有思想负
担一看见笔和纸就哭，直叫“我不会”，真叫人头痛。通过实践
教学我体会到： 组织小班幼儿绘画活动的关键是激发孩子的绘
画热情，培养他们的绘画兴趣，让他们在有趣的绘画活动中感受
到绘画带来的快乐和成功。 

那么，如何组织小班的绘画活动，才能使孩子们喜欢绘画活
动呢？ 

策略一、游戏情节的导入，提升小班幼儿动手的愿望 
（一）设置神秘有趣的氛围，引起幼儿的好奇心 
要使幼儿对学习内容感兴趣，教师首先要感兴趣。在组织教

学中，教师的语气表情和动作都会不自觉地影响幼儿的情绪。教
学实践表明：教师夸张的表情和语气，会使幼儿的兴趣高涨，一
下子调动起他们的好奇心，幼儿会积极参与。 

如：在上美术活动《我给水果宝宝穿新衣》、《我给叶子宝宝
穿新衣》……时，我在活动前先将一个水果宝宝藏在教室的某个
角落，活动开始后我先是很神秘的对幼儿说：“快听是谁在哭
呀？”然后边学哭声便认真地找起来，这时孩子们也很好奇，当
孩子们也投入的寻找时我就惊奇的发现了水果宝宝，并对水果宝
宝说：“你们为什么哭呀？”以水果宝宝的口吻说出水果宝宝的
困难，激发幼儿帮助水果宝宝的困难，为水果宝宝穿新衣的愿望。
再以水果宝宝找朋友的方式发给每位幼儿两个水果宝宝，请幼儿
为水果宝宝穿新衣。教师投入的表演感染了幼儿，形成积极愉快
的活动氛围，达到了幼儿主动参与活动的目的。给树叶宝宝们穿
新衣、给小乌龟打扮的漂漂亮亮的也都是这样的。 

（二）将绘画工具拟人化，引发幼儿绘画兴趣 
绘画工具是美术活动中必备的物品，让幼儿与绘画工具建立

起情感联系将有利于幼儿的绘画活动。如绘画用的油画棒、水彩
笔我们拟人化的称之为笔宝宝，笔帽称之为笔宝宝的帽子，笔盒
称之为笔宝宝的家。并且告诉幼儿笔宝宝要回自己的家，每个笔
宝宝都有自己的帽子，要给笔宝宝戴好帽子再回家。把用画笔画
画以拟人生动的形式比喻为幼儿笔宝宝要出来做游戏了，画纸就
是笔宝宝的游乐场。为了鼓励小班幼儿能够运用多种颜色绘画，
我会告诉孩子们笔宝宝都想出来游戏，要让每个笔宝宝都到游乐
场上玩一会儿好吗。然后，我拿着画笔在纸上跳舞，美丽的花纹
让孩子们惊叹。接着，我让幼儿找笔宝宝做朋友，和笔宝宝一起
随乐曲跳舞，或圆圈舞，或踏步舞，或蹦蹦舞……，舞跳完后，
画纸上便出现了各种痕迹：直线、曲线、点、圈等还有各种的色
彩。除了油画棒、水彩笔外，我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棉签宝宝、粉

笔宝宝、吸管宝宝等。幼儿觉得这些作画工具新奇、有趣，他们
会迫不及待地让棉签宝宝跳舞，和吸管宝宝吹泡泡画。丰富多样
的作画工具自然提升了幼儿的绘画兴趣。 

策略二、游戏情境的创设，激发幼儿绘画兴趣 
（一）绘画活动中的游戏情境 
根据小班幼儿的绘画特点，我在开展小班绘画活动中多以填

画游戏活动为主，再附上一个有情趣的故事，使幼儿感到绘画活
动就是一个有情趣的游戏活动，从而敢于动手绘画并乐于动手绘
画。如：美术活动《扭扭宝宝找朋友》的活动中，目标是认识曲
线并尝试画曲线。我先请幼儿学做扭扭宝宝用身体扭一扭，感受
扭扭宝宝的扭动的特点，感受扭扭宝宝的快乐。然后我就以扭扭
宝宝的口吻生动有趣的讲故事《扭扭宝宝找朋友》，边讲故事我
边出示了四幅画面中有曲线的画。讲完故事后我又进行了“找扭
扭宝宝”的游戏，请幼儿在四幅画中找出曲线的扭扭宝宝。最后
请幼儿扮演扭扭宝宝也去玩找朋友做游戏，就是在画有画面的画
纸上填画曲线，如给小鱼填画水纹线和水草等。整个活动是在扭
扭宝宝找朋友的游戏情境中进行的，使绘画活动成为了游戏活
动。由幼儿扮演扭扭宝宝使幼儿更加融入到游戏情节中，在游戏
的情节中认识了曲线，并尝试了画曲线。游戏的情境消除了幼儿
畏惧的心理，使幼儿在快乐中获得了发展。多种填画的画面的选
择，又满足了幼儿不同的个性发展。 

（二）制作活动中的游戏情境 
《纲要》中指出，“小班幼儿的制作活动是以尽可能多的让

幼儿接触各种易于使用的工具，喜欢操作这些工具和材料，逐步
掌握他们的用法，进行自我表现为目标的。”因此在小班的制作
活动中我通过玩线、玩色、撕纸、玩泥、团纸粘贴、剪面条等一
个个小游戏，促进幼儿小肌肉的发展。 

如：美工活动《我的花雨伞》中，我们先观看了老师制作的
课件“快乐的小蚂蚁”了解从一群小蚂蚁快乐的生活情境。有一
天小蚂蚁出去玩，突然下起雨来，然后由教师扮演大蘑菇，小朋
友扮演小蚂蚁宝宝，小蚂蚁们都希望到蘑菇底下去躲雨了，这时
蘑菇妈妈提出要求，希望小雨点越下越大。蚂蚁宝宝就用蜡笔把
雨点一点点的加粗加长，这样小蚂蚁们都可以到大蘑菇下去躲雨
了。活动以动画的课件吸引幼儿进入游戏的情节，游戏中幼儿把
自己当做了蚂蚁宝宝，在把雨点越下越大的过程中反复的巩固了
画画的技能，并且发展了小肌肉的灵活性和准确性，通过打扮蘑
菇妈妈多种颜色的选择还发展了幼儿搭配颜色的能力。通过游戏
的情境使幼儿的小肌肉获得了发展。 

策略三、游戏化的互动评价，提升幼儿绘画动力 
（一）绘画活动后的游戏评价 
针对小班幼儿的特点，我采取富有童趣的评价方法，收到了

意想不到的效果，进一步激发了幼儿对绘画的兴趣和自信心。如
在画圆圆的蝌蚪时，我以“青蛙妈妈笑了”来评价幼儿画的画。
“你帮母青蛙妈妈找了这么多小蝌蚪，青蛙妈妈笑得多开心呀！”
“你找的蝌蚪有的长得胖胖的，有的长得大大的，青蛙妈妈真高
兴。”“这些小蝌蚪有的手拉手，有的抱在一起，它们是好朋友
吗？”“某某小朋友帮青蛙妈妈找了许多彩色的小蝌蚪。”“某某
小朋友的小蝌蚪的尾巴还在跳舞呢！”……又如画花儿时，我用
指偶蝴蝶找喜欢的花的方式来评价。再如在地上用粉笔“筑篱笆”
后，我让“大灰狼”来检查哪边的篱笆歪了可以挤进来，哪边的
篱笆短了可以跳进来，从而指导幼儿马上补插“篱笆”。这样的
评价既有趣，互动性又强，幼儿充满了期待，提升了绘画兴趣。 

（二）制作活动后的游戏互动 
获得成功是让人欢欣鼓舞的，教师在孩子成功后，要让孩子



2019 年 7 月（总第 206 期） 

 214 

教学实践 

确切地感受到这种快乐，孩子的制作兴趣才会如潮水般奔涌不
息。如：在制作完“小兔面具”后，我就和孩子们一起唱有关小
兔的歌，学小兔的动作，戴着小兔面具孩子们一起跳兔子舞。如：
装饰完小羊后，把小羊送到动物园了。又例如，在完成各色点心
的泥工制作后，让孩子开展点心展览评比活动，过后再送到角色
区“娃娃家”中，供孩子游戏，把成功的快乐延长再延长，这样，
让孩子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制作带来的快乐和自豪。同时教师
对孩子成功后的精神和物质奖励，给孩子今后“勤”于制作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实践证明，小班幼儿的情感易受游戏情境的影响，通过生动
有趣的游戏性美术活动使小班幼儿绘画兴趣和绘画潜能得到提
升，活动中我以游戏的形式和自身的激情去引导幼儿激发幼儿，
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美术活动的乐趣，产生浓厚的绘画、制

作的兴趣，并且提高了幼儿的美术水平。我在用游戏的巨大力量
引导幼儿的同时，还不断的鼓励幼儿敢于动脑动手，敢于钻研，
大胆创造，独立思考，并将这种引导和激励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
让幼儿感到绘画活动带来的乐趣，从而更大的激发小班幼儿的绘
画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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