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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美术教学中的示范与范例 
◆丁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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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幼儿绘画时，不宜提供范

画，特别不应要求幼儿完全按照范画来画”，自从《指南》中有了此教育

建议，幼儿园美术教学中要不要给幼儿示范？要不要给幼儿范例便成了
一线教师的一大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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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幼儿绘画时，
不宜提供范画，特别不应要求幼儿完全按照范画来画”之后，幼
儿园美术教学中要不要给幼儿示范？幼儿园美术教学中要不要
给幼儿范例?便成了一线教师的一大困惑。 

一、什么是示范和范例 
示范是指教师呈现范例的动态过程，其往往与语言讲解结合

起来运用。范例是指教师为幼儿提供的静态的范例，是幼儿获得
审美经验、领悟教师教学意图的主要媒介。示范与范例一动一静、
相辅相成，是幼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有效途径。而掌握一些必要
的美术知识与技能是幼儿美术学习与创作的必要条件。 

二、当今的幼儿美术教学存在的问题 
幼儿期是“具体形象思维”逐步产生的时期，也是学画的一

个重要时期。我国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曾经指出“儿童画重情味，
轻理法，态度上主观，技法上原始”。而当今的幼儿美术教学存
在一些问题，例如：教师偏重技法上的传授，示范和讲解成了美
术教学中的唯一方法，有的直接出示范例让幼儿临摹。这就扼杀
了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每个孩子都有创造的潜能。不要总让
孩子按书上或黑板上的，一模一样的去画。这就等于框死了孩子
自己的创造空间，这样的教育是一种刚开始就注定失败的教育。 

三、要不要给幼儿示范画 
杨景芝老师在美术教育方面的书籍中说到“历来人们总是把

儿童绘画能力看成是天才儿童特有的，认为一般人要靠学才会
画。绘画教学就把教儿童画物象的技艺作为目的，认为不教儿童
画，他就不可能会画”关于这种教学现象，在幼儿园普遍存在，
而且是个有争议的现象。教师要不要示范?认为需要示范的理由
是幼儿还没有掌握表现事物的基本技能，需要从教师的示范中学
习，认为不需要示范的理由是教师的示范会限止幼儿创造性的发
展，导致依葫芦画瓢。 

关于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从事美术教学的老师们一直在探讨
着、思索看，摸索着，孩子还小，眼睛里的东西看得少，脑子里
想的，关于物象的记忆还太少，一下子放手让他去画海阔天空，
那也不现实。画不出东西来，家长们不理解，觉得是老师无能。
怎样做到两全其美，既不误人子弟，也不扼杀孩子们的想象力，
又让孩子们从中学到很多的技艺，老师的引导和教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怎样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教师提出绘画的主题和要求，
可适当的进行部分示范，但指导语一定要到位，干万不要一个模
式的框住，目的就是挖掘孩子们的想象，从固定的模式中走出来，
示范只是作为一个阶梯。 

四、让孩子破除对范画的临摹 
绘画对孩子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游戏。在平时的美术教学活

动中，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一些孩子会根据教师提供的范画进行
临摹，画得虽然很好，但这却大大扼杀了孩子的想象力。孩子的
画也就失去童趣的东西，即使画得再像，那孩子也没有自己的想
法，长此以往，孩子在绘画活动中也只会照搬照抄，绝无新意。 

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只要让孩子破除对范画的临摹，才能让
范画发挥其功效，在美术教学活动中范画还是有必要出示的，但
必须要重视技法学习，因为孩子是需要学到技法来创造自已的
美，但是技法也不能墨守成规。 

五、美术教学中恰当的示范与适宜的范例 
通过简单的模仿、模仿加上内化或者在模仿、观察与体验的

基础上的自我创造，是幼儿美术学习与表现的重要方式，这对教
师的示范教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譬如，怎样呈现范例、怎样通

过示范策略帮助幼儿内化美术知识与技能才恰当与适宜? 
为避免过度的示范教学使得幼儿美术知识与技能学习陷人

被动模仿的状态，示范需恰当，范例需适宜。恰当的示范需要考
虑如下几个要素：一是示范教学要与开放性的语言引导相结合；
二是示范教学中要与
幼儿展开有意义的对
话；三是示范教学要与
幼儿现有的学习起点
相匹配。适宜的范例则
应具有儿童性、启发
性、适度留白、数量适
宜等特征。示范的意义
在于能为幼儿学习美
术知识与技能提供有
序的学习路径，范例则

可使示范的步骤得以形象
化呈现。更重要的是，可
基于示范中适当范例的运
用在幼儿与教师之间构建
对话的中介。示范中的对
话是教师运用语言进行分
析讲解.帮助幼儿深人了
解事物的特征、表现步骤
并进行美术构思与表现的
一种辅助策略。对话双方
可能是幼儿与美术作品、

教师与幼儿、幼儿同伴之间，教师或者幼儿也可能产生自我对话。
这些对话若以语言信息交流的形式体现出来.就是平时大家都很
熟悉的讨论与谈话。示范与对话的结合体现了对幼儿潜能的尊重
以及对人际平等的交流关系的重视，更为关键的是可以活跃师幼
双方的思维状态，提高教学效率。比如，在“优美的火烈鸟”、
“铜钱草”这两个美术教学活动中，教师都采用了示范策略，也
都运用了范例对幼儿的美术学习进行引导。活动“优美的火烈鸟”
运用基本范例讲解了火烈鸟的基本的技法，如何画身体和头部，
如何连接身体和头部，如何添画脚，又通过欣赏视频中火烈鸟的
动态姿势加以引导画出各种不同姿态的火烈鸟，并以有序推进示
范的方式展开教学，较好地达到了协助幼儿学习表现不同情境中
不同状态的物体的表现方法以及利用学习展开有序的想象创造
的教学目的。活动“铜钱草”通过幼儿对较多的铜钱草范例在固
定空间的操作，来呈现幼儿想解决铜钱草“拥挤”的焦虑与思考，
在对幼儿示范操作与教师示范操作进行交流与比较的基础上，协
助幼儿逐渐领悟到解决“拥挤”的办法是重叠。“晕染”示范的
目的在于帮助幼儿感知水墨晕染的基本流程与基本技巧，帮助幼
儿直观地感知正确的操作流程与方法。这两个美术教学活动虽然
教学的指向各不相同，但示范策略恰当，适度留白的范例为师幼
之间的交流对话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虽然我们主张在幼儿园美术集体教学活动中恰当地示范和
使用适宜的范例，但不建议过度使用范例，尤其要谨慎使用完整
范例，反对教师灌输式的示范教学。 

在教学活动中还要根据幼儿的生活经验，进行适当的提问，
这样能拓展孩子的想象空间，让孩子作画更有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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