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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幼儿美术教育模式创新与改革 
◆罗  乐 

（德阳市罗江区八景苑幼儿园  四川德阳  618500） 

 
摘要：传统的美术教育违反了幼儿学习美術的客观规律，压抑了幼儿个

性和创造力的发展，需要教师通过切实有效的改革来突破传统的美术教

育，《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在美术教育活动中指出：要克服过

分强调技能技巧和标准化要求的偏向，不能违反幼儿学习美术的客观规

律，不能压抑幼儿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要通过切实有效的改革来突破

传统的美术教育，以培养幼儿创新、实践能力为目的，使幼儿学会学习，

学会创造性地表现，通过探索掌握初级美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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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美术教育在儿童早期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在培养儿童
的动手能力、想象能力、审美能力上有着非常大的价值，所以，
幼儿美术教育理应受到人们和国家的重视和发展，但是由于目前
相当一部分家长的美术教育观念比较片面，不关注儿童的美术教
育，而且现在学校的美术教育理念普遍比较功利化，幼儿美术教
师的美术功底不够，幼儿美术教育模式千篇一律缺乏创新等等，
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幼儿美术教育的发展，幼儿美术教育远远没
有起到预期中的培养效果，因此，现在解决存在的问题并有效地
推动幼儿美术教育的发展成了幼儿教育理论的研究热点。 

1 提供良好的创作氛围，激发幼儿的创作兴趣和欲望 
1.1 给幼儿提供学习的氛围 
任何幼儿教育活动都需要一种氛围，美术教育活动更需要创

作的氛围来影响和感染幼儿。比如说，我园中班美术活动中有一
节《绘画脸谱》，就可以把教室的某一个区角布置成脸谱展，给
幼儿营造一些学习的氛围，这比教师用再多的语言讲授更有说服
力。让幼儿通过欣赏、对比，从而感受到脸谱颜色鲜艳、左右对
称等。 

1.2 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 好的老师，是幼儿在学习过程中 大的推动力。可

以经常运用多媒体教学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让幼儿从被动学习
转换为主动获取。 

美术教育活动常运用的方法有：示范、讲解范例、幼儿模仿、
教师讲解等，对幼儿来说过于枯燥，形式缺少审美感觉，幼儿的
作品往往千篇一律。如果能运用多媒体声情并茂、动静结合，更
进一步改变传统教学难以表达的内容，形象直观地展现在幼儿面
前，使幼儿在其中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兴趣来表达自己的经验和情
感并获得满足，激发幼儿对表现美、创造美的兴趣。 

1.2.1 教师用发现的眼光让幼儿在活动中能够创造美 
幼儿都比较喜欢水粉画，对颜料也充满好奇。中班时，我给

幼儿设计了一节水粉画《草丛里》，提供了几种不同的绿色，当
时我刚讲完绘画要求，突然，一个用粘满颜料的抹布飞到黑板的
画纸上，吓了我一跳，我很生气，我看到他惊慌失措，便沉默了
一下，走到他跟前轻声细语地问：“你为什么要用抹布粘满颜料
往黑板上扔？”他用细小而又颤抖的声音回答：“我就觉得好玩，
所以，就扔了。”当时我没有批评他，而是让全班幼儿都在看抹
布留下的痕迹像什么？幼儿各抒己见，有的说“像花朵”，有的
说“像某种小动物”等，这时我往黑板上贴了一张大大的纸，让
幼儿用抹布粘上颜料往黑板上的画纸上乱扔，幼儿玩得很开心，
我启发幼儿观察画面，你觉得它像什么？幼儿纷纷举手回答。然
后我拿起一根毛笔粘上颜料在画面上勾画了几笔，瞬间让人眼前
一亮，一幅优美的森林图便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同样让幼儿随意
地玩，结果却截然不同，幼儿会对自己无意中的作品产生浓厚的
兴趣和创作欲望，从而在玩中达到创造美。 

1.2.2 在游戏中激发幼儿创造的热情 
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爱玩这一特点激发、引导幼儿。有一次看

到幼儿玩踩影子的游戏，我就在教室里拿了几根粉笔，顺手将一
位幼儿的影子轮廓勾了出来，孩子们看得很入神，觉得这种做法
很特别，纷纷到我这里来拿粉笔，他们两人一组，你给我画影子，
我给你画影子。 

1.3 给幼儿提供丰富多样的欣赏素材，拓展经验，开阔眼界 
美术活动要求幼儿要学会欣赏，通过欣赏拓展幼儿的经验，

开阔眼界。教师根据本班幼儿的年龄特点选择适合幼儿欣赏的名
家绘画作品，如：毕加索、马蹄斯、梵高等作品，让幼儿从小接
触经典，与大师直接对话，给他们更高的起点和平台。 

1.4 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支持鼓励幼儿积极参与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幼儿园美术活动

的氛围应宽松自由，应给幼儿提供幼儿自由表现的机会，支持、
鼓励幼儿积极参与，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理解和想象，要相信幼儿的艺术潜能，尊重和支持幼儿富有个性
的创造性的表现，让幼儿体验自由表达和创造快乐。 

2 要用赏识的眼光去看幼儿的作品，并及时给予鼓励和赞赏 
美术活动是幼儿园艺术教育中的重要学科。教师及家长对幼

儿作品评价的标准、态度往往直接影响幼儿参与美术活动的兴趣
和积极性，影响幼儿对美术作品的态度，以及对美的鉴别能力。 

如何正确地评价？首先，应该从幼儿的角度看待作品，每位
幼儿在创作时脑海里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让幼儿先讲一讲自己为
什么要这样画，或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颜色等，及时给予幼儿肯定。
其次，不要问幼儿：“你画的是什么？”因为这种疑问会让孩子
以为画画应该要画得像某个具体的东西，和老师的不一样就是画
错了，容易有误导的感觉。作为教师看到孩子的作品，首先要看
孩子是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只要幼儿在原有的基础上
哪怕是一点进步，教师都应该给予及时的表扬和肯定。 

结语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幼儿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在

美术教育活动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挖掘幼儿潜力发挥幼儿的
创造力，及时给幼儿以鼓励，增强幼儿的自信心。让幼儿在美术
这一学科中找到自己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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