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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在以绘本为载体的美术活动中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 
◆杨晓路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幼儿园  山东济南  250022） 

 
摘要：幼儿良好的学习品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培养起来的，可以在以

绘本为支撑的系列美术活动中培养，并需要持之以恒地努力。因此，教

师要努力创设条件，通过积极有效的师幼互动，呵护幼儿的好奇心和学
习兴趣，激发其主动性、坚持性，鼓励他们大胆创造，形成自主探究的

学习方式，有效地培养幼儿良好的学习品质，为幼儿一生的发展奠定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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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绘本是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的方式讲述故事的读本，

它透过图画与文字艺术向幼儿呈现简单的主题、人物以及情节，
具有艺术表现力和丰富的细节画面，能给幼儿一个生动、形象、
直观、愉悦的视觉体验，为幼儿提供一种纯正的视觉欣赏艺术，
培养幼儿对美的感受。学习品质是“积极态度和良好行为倾向”。
更具体地说，学习品质是儿童自己以多种方式进行学习的倾向、
态度、习惯、风格等。“好奇心和学习兴趣”“积极主动、认真专
注、不怕困难、敢于探究和尝试、乐于想象和创造”等学习品质，
对儿童的终身学习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章探索如何在以绘
本为载体的绘画活动中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 

1.利用局部和对比观察法观察绘本中的细节，让积极主动成
为幼儿的内驱力 

主动性是指个体面对任务时表现出来的积极程度。在观察完
鹿王的整体形象后，幼儿注意到大大的鹿王和小小的树形成了鲜
明对比，开始主动观察画面上小小的树，尝试利用放大镜来观察
画面中的树——树的每个分枝的粗细大小都不同，树上有形态不
一的六个果子。要求幼儿在局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观察描述，
把观察到的不同的果子描述下来。这样的观察不仅有视觉参与，
而且有语言的参与，对提高儿童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大有裨益。例
如，然然是这样描述书上的果子的：第一个果子是一个红色的圆
球；第二个果子是两个圆套在一起，外面那圈是浅紫色的，里面
那圈是深紫色的，果子周围还有很多毛刺朝着不同方向；最大的
果子的中间像一只蝴蝶，蝴蝶左右两边由三个半椭圆形组成，蝴
蝶外面有一圈红色的圆，再外面一圈是朝向不同方向的条条，按
照红色、紫色、蓝色的规律排列，整个果子的形状像一个扇子，
果子外面还有九个小球围着果子。观察的点有针对性，幼儿绘画
的主动性增加，就能画得更具体。幼儿每次把前一次的作品和本
次作品进行比较，在对比观察中发现自己的进步和下一次需要改
进的地方，不仅提高了幼儿的自信心，而且增加了幼儿绘画的主
动性。 

2.利用多种观察方法合理布局画面，在不断尝试中进行探究 
幼儿在掌握了一定的观察方法后，对绘本进行整体阅读。在

阅读的过程中，大大小小并排交错的房子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幼
儿开始注意到在同一画面上会同时出现多个物体，每个物体有各
自明显的特征，同时有着高矮宽窄的空间关系。教师此时要引导
幼儿学会分析房子的结构，如了解房子由哪几部分构成，分解观
察房子的构造，弄清楚各个部分是如何衔接的，这样就能比较准
确、完整地表现房子的结构关系。幼儿需要把整体观察与局部观
察相结合，运用比较的方法把握第一个房子画在哪，具体画多大，
这需要幼儿多感官的协调，不断进行尝试。幼儿从开始只能在一
张纸上画下两个房子到后来画出了四个房子，在幼儿的专注观察
和尝试绘画中，作品更加美观。以九玄的画为例，九玄在第一次
绘画时，把第一个房子画在了纸的中间，旁边画了第二个高高的、
宽宽的房子后就画满了，没有地方画第三个和第四个房子。她在
第二次绘画时，为了给第三个和第四个房子留地方，一开始把第
一个房子画得很小，然后开始画第二个房子，第二个房子也有些
窄，然后画了第三个房子，还是很窄，最后留了纸的三分之一的
地方画第四个房子，九玄把第四个房子画在纸的最右边，第三个
房子和第四个房子之间还留有很大距离，用桥来连接在一起。在
第三次画房子的时候，九玄经过前两次绘画的经验，比对了作品

之后，这一次适当增加了第二个房子的宽度，最后四个房子都画
了出来，中间没有留很大空隙。这说明幼儿在利用多种观察方法
后，在三次的不断尝试中能统筹布局，探究如何合理绘画房子的
大小。 

3.选择观察，发挥幼儿的想象与创造 
绘本的每一页都由画家精心绘制，色彩斑斓、丰富多彩的画

面往往令幼儿眼花缭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这时就需要教师
的引导：“你最喜欢哪一幅？为什么？”从而帮助幼儿有选择地
观察。这种主观观察有利于培养幼儿的创造性。除了让幼儿有选
择有重点地观察，教师还可以根据画面的信息，给幼儿想象的空
间，让幼儿尝试延伸想象[1]，构思创作出一幅幅新的作品。幼儿
在进行了一系列的绘画活动后，有的开始关注不同花纹的其他鹿
的形态动作，有的开始关注书中的其他角色——从一开始可恨的
国王到后来变善良的国王等。幼儿在阅读观察中流露出更多的情
感，有的幼儿能够画出自己心中的国王，有的幼儿根据之前绘画
的经验，进行大胆的想象和创造，画出了高高低低、大小不同的
房子，每个房子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是尖尖的，有的是住着人
的。从开始的不敢画到后来的创意无限，停不下笔，幼儿已经能
够利用想象进行新的学习创造。 

4.教师创设条件促进幼儿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 
首先，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教师在绘画活动中要注重指导

幼儿对绘本进行观察。在平时的活动中，教师要经常有目的、有
计划地引导幼儿去感知、观察、探索和发现。教师每次对幼儿作
品的肯定和表扬都激发了幼儿再次进行创作的热情。此外，还可
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使幼儿在绘画的过程中敢于与教师、同伴
进行交流。在相互欣赏、评价绘画作品的过程中，幼儿能通过彼
此沟通、互相评价作品，从中了解不同于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这
些新想法会使他觉得活动更为丰富、更令人兴奋，激发了幼儿继
续学习的兴趣。运用恰当的语言激发幼儿创造力和自主性。在幼
儿绘画前，教师的引导要得当，通过幼儿的不同想法，拓宽思路，
并及时鼓励幼儿敢于表现与众不同的细节。语言指导如能巧妙运
用，就会成为“魔法棒”，从而有效激发幼儿的兴趣，更好地发
挥幼儿在活动中的自主性、创造性，提高幼儿的审美能力。如画
“五彩的房子”，房子的结构、外形的不同变化是引发幼儿想象
的支点，我们可以引导幼儿想象它像什么建筑，有什么明显特
征……通过讨论发散幼儿的思维，为后面的创作打好基础。幼儿
在对绘本中同一个画面进行绘画后，每个幼儿的作品都是不同
的，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幼儿在绘画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
己的自主性。在绘画活动中运用具有丰富艺术表现和有趣的细节
画面的绘本，幼儿会得到直观、形象、生动、愉快的视觉感受。 

结论： 
文章主要针对以绘本为载体的美术活动中培养幼儿的学习

品质的对策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给相关人士提供参考价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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