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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幼儿美术教育中表现型教学模式的有效实施 
◆黄  松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教学模式是为了实现教学任务的具体教学活动，不同的教学模式

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不同的教学思想、教学价值观，是联系教学理论

和教学实践的桥梁。表现型教学模式是将各种以表达与表现为主的活动

构成的培养幼儿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的综合型教学模式。传统的幼儿园

教学往往侧重于技能技法的学习，而缺乏自主表现的环节，表现型教学

模式的实施，提倡多种教育内容的整合和幼儿的整体体验，有利于幼儿

感受生活，也有利于幼儿表现自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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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幼儿与环境互动，并能积极地尝试用语言或者其他方式
主动地表达、表现，在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基础上，使得
幼儿得到全面的、个性化的发展，这是表现型教学模式的目标。
现阶段，受传统的师生关系影响，幼儿的表达与表现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制约。传统的师生关系以教师讲学生学为主。教师高高在
上，在幼儿心里总是充满着对老师的敬畏之情。说话之前先举手，
怕说错被老师批评。虽然美术课不像其他学科的课程那么规规矩
矩，但正是由于这种开放性的课堂，导致一些教师要求更多。在
一定情况下，表现型教学模式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善师生关系，让
幼儿在美术课上充分表现自己的情感，以及使幼儿的创新意识和
创造能力得到提升。 

一、表现型教学模式的特点 
表现型教学模式包含欣赏重视、联想创作和展现交流三大环

节。 
欣赏重视是教师通过组织美术欣赏活动，激发幼儿审美感与

表现欲望的过程。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的不同阶段性规律，他们喜
欢颜色鲜艳富有生动情趣的审美对象，因此，教师要选择具有生
动形象的审美特点的审美对象，帮助儿童多种感官参与欣赏活
动。在欣赏过程中，幼儿往往对欣赏对象做出简单的判断，作为
幼儿美术教师，应尊重幼儿的看法，并围绕欣赏对象提出新的问
题，让幼儿在讨论中进行思考，最终形成发现和创造的动力。 

联想创作是表现型教学模式的主体部分，是幼儿联想、创造、
实践的主要环节。幼儿园的美术活动为儿童提供了更多情感沟通
的机会，他们根据美术教师的引导，利用身边的美术材料，经过
自己的想象联想进行再创造，这个过程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他们大
胆的想象力以及创造潜力，面对幼儿奇特的想象、夸张的造型，
教师应鼓励幼儿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引导幼儿认真观察周围事
物，掌握必要的知识，并选择符合幼儿水平的内容作为联想、创
造的源泉。 

幼儿的联想创作是极具个性化的，每个幼儿都有自己的想要
表达的情感和感受，因此，及时展示幼儿的创作成果，引导幼儿
互相交流至关重要。教师可以选择引导集体对同伴的作品进行讲
评，也可以让幼儿积极主动地发言描述自己的创作。这样，不但
创设了展示幼儿作品和能力的机会，产生获得教师和同伴认可后
的自信心，还可以使幼儿从不同作品中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和思
考。 

表现型教学模式包含感受和表现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互相
联系，密不可分。整个教学过程是一个不断在感受中思考表现，
不断在表现中加深感受的过程。 

二、表现型教学模式的有效实施 
幼儿的美术作品中，在成人看来一些可笑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作品正是儿童大胆神奇的创造力的体现，这些伟大的创造力常常
超乎我们的想象。他们用眼睛去观察身边具有美的事物，用语言
去表达自己的想法，通过手的动作把这些事物变成自己的美术作
品。因此，在学龄前儿童美术教育中，美术教师应围绕教育目标
根据儿童的心理操作和实际操作来进行教学。 

《我和老师在一起》是一节表现型教学模式的案例，通过学
习用图形组合的方法画人，在说说、画画中表达“老师爱我”“我
爱老师”的情感。在活动中，“我”是幼儿生活的全部，“老师”

是幼儿除了亲人以外最熟悉的人。每天幼儿园中都会发生许许多
多“我”和“老师”之间的事，因此也会产生师生之间深刻地情
感。所以让幼儿说说画画“我和老师在一起”是一种愉快的情绪
体验。在这节课中，教师通过多种方式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让
他们积累更多“美”的事物，在“美”的体验中，促进了儿童感
官的发展，提高了儿童的观察想象和创造力，进而让儿童敞开胸
怀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充分地展露出来。在欣赏重视环节，教师可
以让幼儿谈谈：最喜欢哪位老师？为什么喜欢她?和老师在一起
做什么事最高兴？以此激发幼儿与老师在一起时的愉快情绪，引
起创作的兴趣，在联想创作阶段，教师应重点观察幼儿的作画过
程，及时给予必要的指导，使幼儿得到成功的体验，最后，在交
流环节，教师根据幼儿的作品特点提出问题，比如“谁是老师？
谁是小朋友？什么地方画的最好看?”等一系列设问句，并鼓励
幼儿用语言表达自己的作品中所包含的情感。 

在幼儿园的美术教学活动中，教师通过多种途径丰富了学前
儿童的生活经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积累了审美经验。通过
与儿童谈论他们生活中最熟悉的人，最熟悉的事的方法，使儿童
在不同的审美经验中充分获得了联想、表现的机会。 

总结：美术学习是一种技能性活动，其中有大量需要传授的
知识性、技能性内容。美术教学模式的选择对于幼儿美术教学活
动的开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首先能更有效地发挥教学理论对教
学实践的指导性作用，提高教师教学的质量。其次，有利于美术
教师形成有个性特色的教学风格，指导教师开展教学活动。同时，
可以有效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使现代教学过程更有效地为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而服务。 

美国学者 G.O.格罗认为：“成功的教学方法不止一种，所有
良好的教学均是情境性的。”所以幼儿美术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
特点有目的的选用教学方法，教师只有转变观念，教学方法才能
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作为美术教师应该明白，教学内容如何有效
的传授，如何让学生切身体验，深刻感悟，只有这样，幼儿各个
方面的能力才能得到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