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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幼情动于中思路宽  慧融于心美自现 
——谈幼儿美工区的创设 

◆王  昊 

（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幼儿园爱德园区  215000） 

 
当前幼儿园美术教育中，美工区不仅在活动时间的灵活性和

活动内容的自主性方面都具备独特优势，又能满足儿童自由操作
的需要和充分自我感知的诉求，因此逐渐成为美术教育的重要实
施场所。如何实现美工区独有价值，达成《指南》中艺术领域的
既定目标，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通过深入学习领会《指南》，
立足实际、举一反三，我在幼儿园美工区学习性区域活动指导中
作了一些尝试。 

一、美工区“空间大变身”。 
传统的区域设置，美工区总是被忽视，通常都布置在教室里

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幼儿也很少会去美工区里玩，可谓“门可罗
雀”。如何让“冷清”的美工区变身成“香饽饽”，成为孩子们都
抢着要去的区域，我们首先在区域空间布置方面做了一些调整： 

1、充分考虑幼儿独有视角，进行空间格局上调整 
以前的美工区，物品摆放、设备添置都是教师根据自己想法

进行布置，往往忽视了幼儿角度。我的理解，美工区应该是开放
的、动态性的，美工区的柜子、桌子等物品应该是可以移动的。
一旦儿童需要更大空间时，这些物品可以放置到一边，留出更多
空间给儿童自主活动。物品摆放上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对于幼儿
经常会用到的油画棒、剪刀、双面胶等，我们放在了一些醒目的、
随手可取的地方，方便孩子们拿取。 

2、充分了解幼儿兴趣爱好，搜集丰富多样的材料 
在材料的使用上，我们充分尊重孩子想法，鼓励幼儿自己搜

集材料。我们也在教室里增设了百宝箱，将幼儿搜集的美术材料
进行分类，同时也方便幼儿选取所需要的美工材料。幼儿们也会
根据季节、节日、开展主题搜集不同的材料，如：蟹壳、落叶、
玻璃瓶等。这些材料的搜集都是来源于幼儿的生活，都是孩子家
里的一些废旧材料，教师的职责，就是引导幼儿做一个生活中的
“有心人”和美工区的“小主人”，让幼儿为自己的小天地出谋
划策。 

3、充分重视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创设私密体验空间 
在场地的设置我们也考虑到幼儿对私密空间的特殊偏好。私

密空间对儿童具有神奇的魔力，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引着他
们前往。在游戏的时候，幼儿会寻找秘密之地，有时在美工区中
他们也会营造私密空间，我们在美工区创建中可以增设隔板，废
旧纸箱等材料，满足儿童的探究需要，支持幼儿自主创设自我体
验的特殊空间。 

二、美工区“氛围更柔和”。 
我们在美工区里将幼儿的作品在墙面、隔断上进行了布置，

让幼儿能够欣赏到同伴们的美术作品，同时也美化了教室环境。
有些幼儿原本不愿意去美工区，看到一些漂亮的美术作品，也尝
试着参与进去，以往的美工区都是女孩子更愿意去游戏，但是看
到其他人一件件美术作品“新鲜出炉”，男孩子也会按耐不住，
参与到一些制作、设计的队伍中。 

三、美工区“创意愈无限” 
1、灵感在一触间迸发。 
美工区活动的主题多来源于幼儿自身，要选择幼儿感兴趣、

有较强生活经验的内容，再具体实施。我常采取“共同协商、群
策群力”的办法来确定活动主题。做到尊重幼儿的选择和想法，
充分了解幼儿的兴趣所在，努力帮助幼儿确立主题内容，积极引
导幼儿进行思考创作。 

案例：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可是班级里一些节日的气氛都
没有，我们在散步时，看到隔壁班教室门口的那棵圣诞树，孩子
们非常羡慕，嘴里不停的说着：“圣诞节要来了！”回到教室后，
我问孩子们：“你们喜欢隔壁班的那棵圣诞树吗？”孩子们都回
答我，非常喜欢！我继续问：“圣诞节，你打算怎样装饰我们的
教室呢？”立立说：“我们可以带个圣诞老人啊！”其他孩子说：
“圣诞老人，我们家里没有，”我说：“既然，家里都没有圣诞老
人，你们打算怎么办呢？”黄沈熙说：“我们自己做一个圣诞老
人，美工区里有很多材料的。”我问：“那你们打算怎么做呢？”
乐乐说：“我们可以用红色的卡纸，做圣诞老人的帽子和衣服啊！”

惜惜说：“我家里有一些蛋糕的盘子，也可以带来，做成圣诞老
人的脸。”听到孩子们的讨论，我提议今天放学，在家里搜集一
些制作圣诞老人的材料。第二天，蛋糕盘、棉花，只要是孩子们
能想到的，都搜集了过来。美工区里，热火朝天…… 

 
 
 
 
 
 
 
 
 
 

 
2、少一些教条、多一些引导。 
我们在开展《我爱祖国妈妈》这个主题活动时，因地制宜，

选择了代表江南水乡的特有活动材料——螃蟹壳，孩子们如何将
带来的螃蟹壳在美工区充分利用起来呢？ 

案例：百宝箱里的螃蟹壳，搜集的越来越多了，可是很少会
看到幼儿利用起来，我思考着，是不是该给孩子们一些小小的提
示呢？第一天，我在美工区里投放了少量的螃蟹壳，诺诺来到美
工区里，拿着一个螃蟹壳，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我便走过去问
她：“你想要用这个螃蟹壳做些什么东西呢？”诺诺,摇摇头：“我
也不知道，让我想想，再开始制作吧！”我说：“好的，如果你需
要什么材料，美工区里没有，可以去百宝箱里寻找哦！”孩子们
的灵感需要慢慢的激发，我就在一旁观察诺诺的情况，她先是在
美工区里找了记号笔，在蟹壳上画着什么，很快就装饰好了。我
走过去问：“诺诺，你用蟹壳做了什么呢？”诺诺说：“我做了一
个漂亮的娃娃头像啊！刚画好她的眼睛、鼻子、嘴巴”我对她的
创意很是满意，我追问到：“那怎样才能把这件作品，装饰的更
美一些呢？可以去百宝箱里找一找。”听到我这样的提议后，诺
诺来到了百宝箱里，慢慢的搜寻可以利用的材料，突然她拿着一
小卷毛线，嘴里嘀咕着：“这个可以用它来做头发的，洋娃娃的
头发都是毛线做的”诺诺拿着毛线仔细的剪着、贴着，漂亮的娃
娃做好了。这时候，也在美工区里游戏的多多，看到后说：“你
怎么不用卡纸给你的娃娃，做一条漂亮的项链呢？”听到这样的
建议，诺诺操作起来了。在讲评时，我拿着诺诺的作品，孩子们
都发出惊叹的赞美，我随即与孩子们展开了讨论：螃蟹壳可以怎
样装饰？我们通过讨论、网络搜索一些漂亮的美术作品图片，孩
子们的思路一下子被打开了，第二天，沐沐在家里带来了几个瓶
盖，我问他这个要干什么呢？沐沐笑着说：“我昨天晚上，看到
家里的瓶盖，我想起白天我们在教室里说到的螃蟹壳，就想做一
辆螃蟹车。”美工区材料的投放后，教师不必担心这些材料如何
运用，孩子们的创意是无限的，我们只需要静静地做一名观察者，
等待幼儿们成为游戏的主人公，融入并感受属于孩子们的世界。 

 
 
 
 
 
 
 
 
实践中得出，美工区活动是培养幼儿创造能力的有效途径。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美工区活动，幼儿会爱提问、爱动脑，敢于
创新，思维能力尤其是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有较大的发展。教师应
着力为幼儿提供自由展示的机会，鼓励孩子们去分享和表达自己
的情感认知，并尊重每个幼儿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肯定和接纳他
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