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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美术教育活动中幼儿创造性的培养 
◆黄银苑 

（湖塘中心幼儿园  312000） 

 
摘要：美术在幼儿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教师与幼儿沟通

的重要桥梁。良好的美术教育不但有利于提升幼儿美术技能，还有利于

其创造性的培养。对美术教育对幼儿创造性的培养进行详细分析，主要
目的为幼儿教育事业提供有效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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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创造性主要是指以探索和求知为主要特点的高级心理
活动，并以“思考、想象、理解、记忆”等一系列能力为基础。
俗话说，没有创造就没有希望，幼儿美术教育同样如此，缺乏创
造性的美术教育根本无法实现美术教育本质。因此，在幼儿美术
教育过程中，重视儿童创造性思维培养，从根本上提高幼儿艺术
鉴赏能力以及审美意识才是幼儿美术教育的最终目标。下文主要
从四个方面阐述如何在美术教育过程中更好地对幼儿创造性进
行培养。 

一、激发幼儿想象力，拓展幼儿创新空间 
想象可以给予人类更加美好的享受，是创造的关键。幼儿处

在一个想象力极为丰富的阶段，对任何新鲜食物均充满了好奇，
其想法往往容易给人带来更多的灵感和启迪。因此，在日常美术
教育过程中，教师应该注意采用各种方式激发幼儿的想象力，鼓
励幼儿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例如，向幼儿展示一副有趣的“森
林景色”图，教师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图片上的景色。教师可首先
向幼儿提出较为浅显的问题：如，你在图片中看到了哪些景物
呀？大家想不想到这样美丽的地方去玩耍等问题。通过提问激起
幼儿兴趣。然后再对问题进行深入和丰富：如果是这座森林的主
人，你会希望有哪些动物跟你玩耍呢？如果你是这座森林的主
人，你希望森林里的房子是什么颜色的？通过逐渐深入、延续的
提问方式，鼓励幼儿不断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而达到培养创造
性的教育目的。 

二、在美术教育中引入游戏，进一步提升幼儿创造热情 
爱玩是幼儿的天性，在美术教育中引入游戏，不但可以让孩

子感受到游戏带来的快乐，丰富幼儿思维，营造良好的学习气氛，
还可在游戏中进一步激发幼儿创造热情，增加幼儿的学习兴趣。
为此，在美术教育过程中，教师可通过开展有意义的游戏活动，
把传统“模仿”为主的教育方式转变为“探索”式的学习方式，
让幼儿在无拘无束的氛围中进行“剪剪贴贴、添添画画等美术活
动，使幼儿在自由的海洋里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而达到促
进想象力提升、激发创造热情的学习目的。例如，在学习画小动
物的时候，教师可把已经精心准备好的图片展示给幼儿看，并与

幼儿一起探讨动物的叫声、习惯、喜好等等。以“袋鼠”为例，
可以让每一位小朋友模仿“袋鼠”跳跃，然后指出袋鼠的最大特
点就是怀中犹如一个大大的口袋。完成模仿跳跃以及谈论后，幼
儿对袋鼠的形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时再引导他们学着临摹，
进一步增强记忆。 

三、在美术教育中引入情感教育，进一步激发幼儿的创造灵
感 

与一般的说理性学科不同，幼儿美术教育全过程均需要情感
教育的参与，情感体验是幼儿创造灵感的主要来源。因此，在幼
儿美术教育过程当中，教师应该要积极引入情感教育，从幼儿的
情感需求出发，主动参与了解幼儿情感世界，通过对教育情境中
情感因素的利用，为幼儿积极创设出优越、丰富的审美环境，以
便达到激发幼儿的创造灵感的教育目的。例如，教师可向幼儿讲
述一个温馨欢乐小故事，故事主要讲述一位妈妈和自己孩子的成
长经历，因为有了孩子的陪伴，妈妈的每一天都非常开心和快乐。
教师讲述完毕后，向幼儿提出问题：大家都非常爱自己的妈妈，
那在你心中，妈妈的笑容是什么样子的呢？鼓励幼儿发挥想象，
画出自己心中认为的妈妈的笑脸。通过把妈妈这种情感因素融入
到美术教育中，进一步激发幼儿的创造灵感。 

四、正确评价幼儿美术成果，增强其创造自信心 
幼儿对于正确、错误的分辨能力显然不足，对于世界均以一

颗单纯的心态，也就是说幼儿美术属于“无错误的科学”。因此，
教师在其美术教育过程当中，应该要以积极、包容心态去面对，
遵守无对错教学原则，对幼儿的美术成果进行积极评价。不管幼
儿的美术作品如何，都采取委婉、柔和的方式进行鼓励，努力去
欣赏每一位幼儿的成品，让他们感受到创造带来的快乐，从而达
到诱发其无限想象力、创造力的有效教学目的。例如，在自由发
挥的美术课堂中，教师可以鼓励幼儿自由画出自己最喜爱的东
西，并使用自己最喜爱的颜色来进行填充。有些幼儿画出了自己
最喜爱的花朵，有些画出了自己最喜爱的玩具，有些画出了自己
最喜爱的汽车。幼儿完成作品后，教师一一进行评价，并颁发小
奖品，满足他们内心的成就感，并让其父母、亲属欣赏，得到来
自更多人的鼓励，让幼儿的创造价值得到充分的肯定。幼儿是一
个天真无邪、充满无限想象力的阶段，他们的想法充满奇幻色彩。
因此，对于幼儿美术教师来说，应积极了解幼儿心理特点，从其
情感需求出发，重视自由、个性化教育，通过积极鼓励、评价，
不断激发幼儿潜在的动力，不断激发他们创造灵感，充分挖掘幼
儿无限的创造力，培养其创造思维，为国家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艺
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