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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玩”出来的色彩 
——小班幼儿玩色游戏表现能力的培养 

◆徐  青 

（杭州市朝晖新村五区幼儿园  浙江杭州  310014） 

 
摘要：色彩即含色素的表面反射出光，这种光通过眼睛，传播大脑，成

为色彩。幼儿色彩表现能力是指在艺术教育中，幼儿能运用色彩多种形

式新颖、独特、有个性地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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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幅充满想象的画展示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仿佛看见了一
个个 “毕加索”。我们注重的不是结果，而是创作的过程，在玩
色游戏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幼儿是那么的开心，那么认真，真正
成为了学习的主人，这是我们最感欣慰的。大千世界，每个地方；
每个角落，都存在着色彩，色彩是最能表现情感的手段之一。本
学期，我们从玩色游戏为切人点；开展了一系列的美术教学尝试
和探索，因此，今天，我就来谈谈我园开展的玩中学、学中玩的
玩色游戏教学体会。 

一、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在绘画活动中追求颜色。 
1.原色练习 
红、黄、蓝、绿……这些鲜艳的颜色纯度较高，色彩本身就

能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因此，在刚开始的绘画活动中，我大量
采用原色练习的方法，让幼儿用单纯的色彩来表现雨滴、草地、
小花、波波球、糖果等等。 

2.涂色练习 
涂色练习对于幼儿的色彩感觉非常重要，但枯燥乏味的涂色

练习会让幼儿对美术失去原有的兴趣。为了增强趣味性，我使用
了生动的语言激发幼儿的涂色欲望，如：“我们给糖葫芦浇上红
红的甜甜的糖汁吧，每一粒都要浇到，这样的糖葫芦会更甜、更
好吃！” 

3.配色练习 
在开始的配色游戏中，我只使用了两种颜色，那就是红和绿。

在幼儿已经画好的绿色草地上，幼儿用红色颜料点画上星星点点
的小花，对比色给孩子的强烈的视觉冲击；接着，我又进行了玩
色游戏——“炒菜”：“番茄炒鸡蛋”、“青椒炒肉丝” ……使幼
儿学会了色彩的均匀分布和对比色搭配；有了这样的基础，在以
后的撕贴活动“秋天的树”中，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将深绿、浅
绿、橘黄色的树叶均匀分布，将这几种相似色搭配得很和谐；原
来以前他们不常使用的浅色放在黑色背景上，画面效果棒极了！ 

二、小班幼儿色彩表现能力培养。 
(一)开展丰富多彩游戏，激发幼儿对色彩的兴趣 
1.玩色游戏 
通过多种趣味游戏，认识颜色，了解颜色变化过程，逐渐引

起幼儿对色彩的兴趣。根据幼儿年龄特点，我们选择相应的活动
形式。幼儿往往有很好的直观映象记忆，并对色彩明亮、鲜艳的
东西能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如我们在幼儿园里常常能看到这样
的现象，小班幼儿用他们喜爱的色彩画线条、画圆圈，虽然没有
创造什么形象，但孩子们仍乐此不疲。根据这一特点，我们让小
班幼儿用大号水粉笔在大张纸上画彩条、圆圈及任意涂沫，用手
指、手掌蘸色印画。这样提升幼儿对色彩的兴趣。在瓷砖墙上用
多种材料绘画。这些活动都能激发幼儿对色彩的强烈兴趣，还能
了解一些简单的色彩知识。幼儿会发现两种颜色相混时会产生新
的颜色，教师就要引导幼儿去思考，去观察色彩的变化。让幼儿
了解三原色及间色、复色产生的过程，从而使幼儿更好地感知色
彩丰富多样的变化。 

2.涂色游戏 
当孩子们对色彩有了浓厚兴趣时，我们带幼儿开展了一系列

填色、涂色活动。在活动中，我们将孩子们最喜爱的动画形象复
印后，请他们自己涂色。在初次涂色时，绝大多数幼儿涂不均匀，
画面比较乱，为使幼儿涂色能力有所提高，我有意识地教幼儿按

照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有规律的涂色方法。教师应引导幼儿用
心灵去表现画面的色彩，丰富绚丽的颜色将给予幼儿愉快的感
受。指导幼儿涂色时，刚开始可一物体用一种颜色，接着引导幼
儿尝试将每种物体用线条分割后涂上不同的颜色，幼儿边画边观
察不同色彩相搭配的效果，积累初浅的颜色经验。 

（二）、利用环境，培养幼儿色彩感知能力（大自然中寻找
色彩，认识色彩） 

世界是五彩缤纷的，教师和父母都应十分重视带幼儿去感受
这色彩丰富的生存环境。大自然就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教师应
有效地利用自然素材的美，引导幼儿去感受、去发现，并用彩笔
尽情地表现自己的感受，这些都有助于幼儿形成色彩美感。 

三、怎么玩？——选择游戏化的教学策略 
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特别是小班幼儿，更离不开游戏。

因此创设一个良好的游戏环境对幼儿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凡是
新奇的事物，奇特的东西都会使幼儿产生好奇心。幼儿受好奇心
的驱使就会通过游戏活动来学习、成长。爱玩、爱游戏是幼儿的
天性，因此在玩色活动中，我们采用游戏的形式和手段，把幼儿
创作的目标、内容、要求融于游戏之中，使教师不再是教学活动
的导演，而是玩色游戏中幼儿的伙伴，幼儿不再是听众、被动的
接受，而是参与者、主动学习者、做玩色活动中的主人。 

（一）通过游戏的导入激发幼儿参与美术活动的兴趣 
小班幼儿好动、好模仿，行为受情绪的支配。因此在活动中

我首先从激发幼儿的兴趣入手，赋予幼儿适当的角色，即运用游
戏、故事等形式导题，以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比如在棉签
画活动“帮妈妈绕绒线”中，我在活动的开始，就和幼儿一起玩
绕绒线的模仿游戏，在体验绕绒线的手臂绕环动作后，再让幼儿
在纸上为妈妈“绕绒线”，学习画圆圈线。教师利用小班幼儿强
烈的好奇心来设计生动有趣的开场白，把幼儿的注意力一下子引
过来，为接下来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情绪基础。 

（二）在游戏情境中发展幼儿的美术技能 
虽然小班幼儿年龄较小，但仍需要掌握一些简单的美术技

能。这些美术技能是幼儿在做做玩玩中不知不觉地掌握的，因此
教师可以设置一些有趣的游戏，在游戏情境中激发了幼儿操作兴
趣。 

（三）在游戏过程中评价幼儿的作品 
幼儿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教师要充分认识和利用。

要理解童心，从儿童的角度去欣赏，不追求完美，应注意发现画
上每一根线条、图形、色彩能传达的幼儿的思想和情感，赞赏幼
儿的点点滴滴的创造，并提供机会让幼儿进行分享、交流使他有
更多沟通。 

四、总结 
美术活动是幼儿教育活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多种知识

和多种能力的结合，在开展了一系列玩色游戏之后，我们惊奇地
发现了许多令人感叹的变化。谁说，我们的孩子不会画画，当他
们手拿各种排笔、毛笔时的全神贯注神态，俨然就是一个小画家；
谁说我们的孩子不懂画，当他们展示自己的作品时，讲得头头是
道，俨然是一个美术评论家；谁说我们的孩子不想画，每一幅作
业让他们体验成功，感受喜悦，更期待着下一次玩色活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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