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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在游戏中培养幼儿的绘画兴趣 
◆赵胜红 

（宿迁市湖滨新区皂河中心幼儿园  江苏宿迁  223821） 

 
摘要：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解放、人民生活的幸福，他

有着为大众生活解放而教育的宏愿。“爱满天下”是陶行知先生一生教育

事业的写照，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奉献给了孩子，把

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每一个孩子都当作是自己的孩子，把全部的爱

都倾注于每一个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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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爱游戏”是幼儿最重要的
天性。幼儿在游戏中学习，在游戏中身心才能得到充分的、健康
的发展。游戏的价值在于幼儿通过游戏实现了认知、情感和人格
的发展，它具有顺应幼儿发展的价值。它们在幼儿发展的过程中
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在每一个教育活动中应充
分考虑使游戏与教学得到优化结合，充分认识游戏和教学这两类
活动各自的性质及其价值，并根据幼儿个性发展和社会化发展等
因素来确定教育方案的价值趋向。但是，在实际的幼儿园教学中，
特别是绘画教学中，我们会发现教师虽然已经认识到游戏对于幼
儿学习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又陷入了机械模仿学习的困
境——注重临摹训练，以画得像不像作为绘画的评价标准。幼儿
感知经验少，表象贫乏，思维的直觉行动性以及对自己活动的控
制和支配能力差、绘画技能临摹水平低这些特点使得一些孩子在
一次一次的失败中绘画的兴趣被磨灭了，陷入了讨厌画画，怕绘
画，怕画得不好，不画而更画不好的怪圈中。然而，如果我们能
正视孩子的年龄特点，遵循孩子的绘画规律，把孩子的绘画过程
看作是游戏的过程，情况就大相庭径了。因为游戏是孩子的生命，
是幼儿的主导活动。“让幼儿在游戏中学绘画”的观点很早就有
人提出来过，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观点一：幼儿画画的动机之一是人类本能的驱动。幼儿正是
在握笔涂画的游戏中获得了“动作”和“痕迹”的刺激所产生的
愉快，也就是说，画画对于孩子们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游戏。 

观点二：游戏是幼儿绘画过程中创造性表现的需要，幼儿创
造性表现的内部心理因素之一是愿望，可以说，在幼儿绘画过程
中，这种愿望就是游戏。 

观点三：用画来做陈述事物的游戏是儿童绘画的出发点。儿
童作画时，往往边画边发出模仿事物的声音。可见儿童绘画的出
发点是用作陈述事物的游戏，而不是着意表现客观对象。 

观点四：幼儿画画的过程是游戏的过程。1 岁的儿童．就能
拿起彩笔乱涂乱画，感到新奇和快乐。彩笔和玩具对他们来说是
一个概念，能画出线条，是这种“玩具”的特殊功能。他们从不
考虑有没有掌握技法和表现能力，面起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没有计划性，不计较画面的效果。 

一、在游戏中孕育情感，激发绘画冲动 
幼儿的绘画是孩子的真情流露，在实际教学中，引导幼儿在

游戏中孕育真情实廖，从而激发他们对美好事物的表现欲望和创
作冲动，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幼儿的生活经验有限但又十分敏感，
因此创设体验的情境，会很好地催生他们的情感，在丰富、强烈
的情感基础上，经过适当的引导，能有效激发他们绘画的冲动。 

二、在游戏中学会观察，积累绘画素材 
由于生活经验的缺乏，幼儿学习绘画最难的问题就是绘画素

材的莸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丰富幼儿的经验入手，固此，
教师在设计大班幼儿美术活动内容时应选棒幼儿熟悉和有趣的
材料，帮助幼儿发现生活中的趣事，积累绘画素材。这样才能使
陶行知的“解放学生的脑，解放学生的手”教育思想得以真正体
现，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三、在游戏中掌握技能，提高绘画能力 
儿童所画的图形没有表现出远近、立体感，而且将自己看不

到却知道的东西也画出来。当然这是指儿童绘画的自然发展规
律，通过教育可以使儿童的绘画突破这一规律。对于一自然发展
规律的突破是需要一定的技能支持的。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

动，特别是大班幼儿更离不开游戏，大班的幼儿认识活动以具体
形象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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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选择贴近幼儿生活并带有游戏性的教材   
幼儿受其认知发展水平的限制，生活经验较少，他们往往只

对日常社会中经常接触的熟悉的和感兴趣的物体有绘画的兴趣。
因此教师在选择绘画活动教材时应选择幼儿熟悉或感兴趣的题
材。比如针对小班幼儿喜欢小动物的特点，我们就可以设计“小
熊吹泡泡”——画圆圈、“小蜗牛的家”——画螺旋线等绘画内
容，还可以选择他们熟悉的人、玩具或食物为题材，如“我帮妈
妈绕毛线”等。 

五、创造具有游戏性的美术活动环境 
要使游戏与美术教学优化结合，就要优化与美术教学相适应

的物质环境，使环境创设具有可参与性和可操作性。幼儿在学习
过程中的主动与被动，往往取决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主观能
动性的发挥又常常与教育环境提供的有利机会和条件有关。游戏
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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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选择丰富有趣的材料   
当教师为幼儿提供了丰富有趣的材料时，幼儿会为材料而吸

引，自然会主动地操作材料，参与到教育活动中去。幼儿动作协
调性、操作能力较差，因此教师只有为幼儿提供丰富有趣且能使
画面产生较好效果的材料，才能使幼儿既能对美术活动产生兴
趣，又能让幼儿轻松获得成功，而且还能使画面产生很好的效果。 

（二）创设自主参与的绘画环境   
要让绘画成为一种幼儿自发的游戏，成为幼儿生活的一部

分，让幼儿想画的时候有东西可画，就必须为幼儿创设一种自主
的、不受拘束的绘画环境。放上一些幼儿感兴趣的事物，提供一
些简单的绘画工具、一面展示墙，让幼儿想画就画，并把自己的
作品张贴在展示墙上，充分体验到自主绘画的乐趣。 

六、让幼儿在游戏中进行绘画活动 
孩子是鲜活的热情澎湃，充满了好奇，面对着生活中的事事

物物，对新奇的事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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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幼儿园门口
的花市充满了好奇，老师满足孩子的需求，让孩子的五感参与活
动，用她们喜欢方式在游戏中绘画。 

正如陶行知说的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它能启发儿童创造力
以从事于创造工作。通过游戏化的教材、绘画活动环境、活动过
程，让游戏真正成为幼儿喜爱的一种游戏，这游戏也必将成为幼
儿不可缺少的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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