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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少儿心理与生理特点对少儿美术课程设计的研究 
◆辛利娜  黄小英

（梧州学院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  广西梧州  543000） 

摘要：少儿美术培训课程设计是以制定少儿美术学习方案为基础，以培

养少儿性格和行为习惯为目的，以少儿的实际需要为主体建构的课程大

纲。课程遵循处于少儿阶段孩子的心理特点、生理特点，解放孩子天性

获得绘画的乐趣，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养成良好的习惯，树立

良好的品格。根据少儿成长中心理与生理变化的过程进一步研究少儿美

术教育课程设计的设计思想、设计理念以及设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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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崇尚科学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的
时代精神。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教育也开始向科学化发展，少
儿美术教育也是国家最重视的方面之一。但是目前少儿美术教育
的课程在我国还处于蓝海阶段，从师资水平及课程内容来看各类
教育机构良莠不齐。因此少儿美术教育活动也缺少一个完整的课
程设计体系。少儿课程设计包括少儿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
的选择与组织、课程的实施以及课程评价在内的整个过程。 

一、设计目标 
一个好的课程设计目标是实现预设课程目标的一半，课程设

计的目标是该课程设计的导向，反映该课程的基本价值与性质，
也是美术教育中心一个最重要的因子，在课程设计中起导向作
用。 

一般常见的教育活动的课程目标有：行为目标、生成目标和
表现性目标等，美术培训也可分为高结构少儿美术培训、低结构
少儿美术培训和不同结构化程度少儿美术培训，以下的会围绕上
述的课程目标和三种结构进行分析。 

高结构的少儿美术培训设置课程目标时设计者一般会比较
注重行为目标，从少儿的心理特点和生理特点来进行设计。心理
特点和生理特点的发展是课程设计者在设计时必须要考虑的重
要因素之一。 

研究少儿心理的一些学者形象的用三个“W”来表示少儿心
理学的研究任务，即“what”，描述或揭示学前儿童心理发展过
程的共同特征与模式；“when”，指这些特征与模式发展变化的时
间表；“why”对学前儿童心理发展变化的过程进行解释，分析发
展的影响因素，揭发发展的内在机制。根据少儿心理发展的特点，
设计者所设计的课程应该贴近少儿的心理才能对少儿起到一定
的作用。对于少儿来讲，在课堂上除了学习绘画的技能之外还要
学习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和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因此少儿课程的
设计主要依据少儿心理特点的发展与少儿的生活紧紧相扣。 

少儿教育不仅要遵循少儿心理发育，也要遵循少儿的生理的
健康发育去综合，去根据少儿身心发展规律，要有目的、有计划
性的结合美术教育学的教育理念，感染少儿，培育少儿的审美能
力和创造能力等。在少儿美术教育中，教育应该加上少儿年龄的
身心健康及生理肌肉这个方面使课程的设计上更加完善，同时也
要围绕教育的目标，精心设计教育活动。起到少儿在这些课程活
动中进行有感知的肌肉运动和课程目标进行实际的做画，并且把
自身对这幅画的故事及自己的理解，进行标记或者是让助教用文
字记下，然后让每个小朋友上台把自己对画的感受理解说出。这
样不仅培养了少儿地表达能力，还把自己对美的感受传达给他
人。 

二、设计理念 
课程设计主要是根据少儿的年龄、行为、兴趣、发展特点和

生活经验，强调少儿自身的发展、少儿在活动中的作用、少儿获
得知识的技能和课程活动的过程以及教师的作用，继而设计的课
程内容会比较具体、可变性强、具有选择性和生成性，较为重视

课程设计的逻辑顺序，并且设计会比较宽泛，又具有可变性。 
以生活经验和社会背景为基础把课程内容看成学习学习活

动的取向，重点在孩子们如何接受课程内容带给他们的知识；老
师如何更好地引导孩子们接受课程安排的内容。此课程强调孩子
在学习活动中的重要性，英国教育家怀特海曾讲过：“教育只有
一种教材，那就是生活的一切方面。”明确的道出了上述取向的
本质，设计者可以在设计课程时安排充足的时间让孩子们自己动
手做手工，例如梧州市小米艺术中心的课程安排材料丰富多样，
不仅有常用的作画工具水彩笔、颜料等，还有黏土、刮画以及卡
纸剪刀等。增加了孩子对作画形式多样的认知也锻炼了孩子手、
眼、脑各方面的协调能力和动手能力；课程设计教师黄花曾设计
的课程《有趣的云朵》这个课程内容的安排是源于秋天，主题中
也有欣赏散文的活动“云彩与风儿”这便引起了孩子对云朵的思
考，激发了孩子对于秋季云朵的兴趣，课堂上孩子们探索使用拉、
扯、揉等方法将棉花变圆、变厚、变长等，大胆的表现自己眼中
与心中的云朵。对于这种贴近生活的课程内容选择，孩子们带着
好奇走进课堂，带着作画技巧走出课堂，设计者通过此课程不仅
让孩子的认知与作画方式更加广阔多样，而且也告诉孩子们生活
经验，让孩子们更加接近外部的世界，引导孩子对生活进行思考
并让孩子在参与的过程中去探索和发现更多的东西。 

课程内容的取向设为学习活动时过于关注了少儿的活动，但
是这并没有让孩子学到更多的新技能和知识，只是锻炼了少儿的
动手能力。一方面尽管这种课程内容的设置在表面上看比较活
跃，但这很难帮助少儿使他们的心理结构发生变化，学习过程中
多数孩子知识在自己原有的生活基础上通过观察和体验获得了
更多的生活经验，从另一方面来讲同样的课程内容对每个孩子的
效果也不尽相同。这种课程内容的取向并没有更多反映出学习的
本质。 

将课程内容看成学习经验的取向，把课程内容看成儿童学习
的经验，少儿是主动学习者，决定学习质和量的主要方面是少儿
而不是教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少儿要自主学习这些课程并且
能够真正理解和获得预设课程的内容。 

在这种课程设计中要考虑到课程内容是否适合本年龄段的
孩子学习，对于本年龄段的孩子学习是否太难或太简单等问题，
也要考虑少儿是否对此课程内容感兴趣，那么教师如何使用不同
的方法激发少儿的兴趣，如杜威所说：“在他高兴地尝着某些完
全不同东西的时候，吞下一口不可口的食物。”例如小米恐龙课
程的绘画(平时较乏味的课程)但是这种课程往往更加重视绘画技
能与知识的传递。从简单的点线面到懂得大小对比和造型能力；
从对色彩的感知到色彩冷暖的区别与应用、对比色和同类色的认
识等；从观察抓住事物的基本结构特征作画到分析事物的特点，
体现细节组织画面，将画面带有自己的思想；从这种系统课程的
学习中少儿会开始将事物的变化体现在自己的画面上，体现细
节、花纹、装饰、局部关系等。但是对于此课程的理解也要依靠
孩子心理特征与生理特征的变化。 

三、设计任务 
每个孩子都有绘画的潜质，拥有创造和表现的欲望，心理学

家通过大量实验证明，儿童通过早期绘画所获得的知识与经验，
可以把智商提高 30%。绘画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和素质培养都是
非常重要的。曾看到过一个资料是这样说的：少儿并不是因为有
绘画天赋才进行专业培训，少儿学习绘画的步骤首先是接触绘画
（通过媒介例如：电视看到绘画作品）提起对绘画的兴趣；其次
是有学习绘画的意向；再次是走进画室通过老师同学真正了解绘
画；最后通过长期训练慢慢理解绘画的真正意义。在这一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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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少儿得到训练的不只是绘画技巧的练习与培训少儿的心
理和生理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1.生理结构的变化 
1.1 绘画促进少儿肌肉发育： 
少儿早期时有意识无意识地手臂反复动作的肌肉运动，其运

动部位的发展规律，是最早从少儿的大的一些运动肌肉开始，逐
步到小肌肉运动，其次再到手部的各个小肌肉运动为止。这是少
儿经常乱涂乱画的一种涂鸦的具体表现。接着，少儿绘画发展到
边画边说，并能为自己画的画有着自己意识里面的一种命名，画
中都会有自己的小故事。再从少儿作画的过程来看，明显的是一
种生理机能运动和知觉感官结合起来的活动，也是一种躯体内在
节奏的表现。随着岁月的增长，这种自发性活动会转化为可加以
控制且不断反复的意识性活动。因此，少儿作画的肌肉动作，有
助于少儿生理机能的发展。 

1.2 绘画促进少儿的大脑发育： 
少儿都有创新创造的潜力，先是通过少儿的感知认识，再经

过大脑的想像力、观察力、创造力以及形象的思维能力。在下达
命令与手部肌肉动作，开始画一些他们认为的绘画事物，把自己
所看、所记、所想的尽可能的完整的表达出来。自从 1981 年美
国斯佩里博士关于左右脑分工的理论获得诺贝尔奖后，许多发达
国家都在竞相追探求形象思维的教育，一些科学家开始研究均衡
第运用左右脑半球的教学法，他们认为：只有绘画的训练才是形
象思维的突破点。所以少儿美术教育中所获得的智慧、经验及能
力可以把智商提高到 30%。所以少儿美术教育并不仅仅是少儿绘
画问题，也是少儿的智力开发的关键目的。 

在起初少儿对大自然、社会生活的欣赏力、表现力是各有不
同的。我们要在这时候就要紧紧抓住培养其能力，在少儿大脑的
发育阶段，我们更加应该遵循少儿对事物感知，让他们大胆地表
现出来。 

2.心理结构变化 
2.1 绘画锻炼孩子对生活的感知能力 
儿童美术知觉理论代表人物阿恩海姆从格式塔心理学的立

场出发，认为儿童感知能力是由整体到局部，通过一个知觉的分
化的过程发展而来的。知觉的过程是自然赋予有机体的，在成长
的过程中，儿童的感知能力日趋分化。因此，少儿的画面随着年
龄与生活经验的增长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美术课程的选择中
设计者要尽可能的选择少儿生活中有趣的、新奇的事物来启发少

儿走进这些素材、走进我们的生活、走进千奇百怪的自然去感知
这些事物的外形、结构、特点用自己的感知结合自己的想象来将
这些东西表现在自己的画面中；对于美术课程的内容也要夹杂着
一到两节手工课来锻炼少儿的动手能力，比如要用颜料作画时教
师可以先讲解颜料的属性，然后让少儿自己动手去感受颜料、熟
悉颜料再去作画；在美术课程内容的安排中也可以选择定时外出
写生，这是孩子们真正感知大自然和观察大自然最好的机会。这
不仅提高了少儿对自然的认知也让少儿近距离的认识自然有利
于自己画面的创作与表现，但是在这之中教师一定要注意幼儿的
安全问题。 

2.2 绘画可以培养幼儿的高级情感 
以幼儿的心理特点出发，通过绘画、设计、工艺制作等美术

活动可以培养少儿的高级情感。 
本来绘画就是一件接近艺术且富有感染力的一种行为，也有

一大部分的孩子最初的梦想是一位画家。根据少儿年龄来选择一
些适合他的美术作品来欣赏对培养孩子的高级情感有很大的作
用。 

让不同的少儿欣赏同一幅画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和感受，有
的孩子会觉得高兴，有的孩子会觉得悲伤。在关于艺术的学习中
每个孩子的感情都是发自内心的，教师也可以选择一些可以带动
孩子情感的作品拿到课堂上让孩子们欣赏艺术家的作品与艺术
家产生情感的共鸣，同时也让自己与少儿的情感加以交流；家长
可以选择优质适合少儿的绘本，陪孩子一起欣赏了解孩子的情绪
特点帮助孩子控制自己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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