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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涂鸦——让幼儿感受快乐，获得发展 
◆张  倩 

（北京市延庆区第三幼儿园  北京市  102100） 

 
《指南》艺术领域中指出：艺术是人类感受美、表现美和创

造美的重要形式，也是表达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情绪态度的
独特方式。每个幼儿心里都有一颗美的种子。幼儿艺术领域学习
的关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
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儿学
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 

幼儿园的美术教育是培养幼儿全面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也是幼儿园艺术课程的重要内容，绘画能实现发现美、感
受美、表达美和创造美的教育目标。有人说：“幼儿是天生的艺
术家”。当我看到孩子们创作的一幅幅天真稚拙的绘画作品，我
深刻体验到这句话是十分真实且是毫不夸张的。幼儿往往对绘画
着迷，他们被现实生活中的美所吸引，当他们对客体有所感悟、
有所思考时，表达的欲望被强烈的激发起来，尚不能用语言文字
来充分表达描述的幼儿，绘画就成为他们表达思想、情感和个性
的 佳途径，并在绘画的表达和宣泄的过程中得到认知的、情感
的和个性发展深深满足和成就感。儿童教育专家认为，绘画是幼
儿表达行为的第二语言，喜欢绘画是他们的天性。在那一双稚嫩
的手下出现的点和线，是幼儿对世界的梦想和认识，甚至是他们
日后在艺术领域中展现才能的起点和开端。不过，幼儿在绘画才
能方面表现出来的无限的可能性往往被忽视，或者由于缺乏科学
的引导和培育，于是，许多天才的因素过早泯灭了。如何解决这
个问题？成功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幼儿期是儿童智力发展 快
的阶段，同时也是可能能力 发达的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对他
们进行科学、合理的美术启蒙教育，就能使他们在这方面的潜能
得到 大限度的发展，为今后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纲要》艺术领域中还指出：幼儿对事物的感受和理解不同
于成人，他们表达自己认识和情感的方式也有别于成人。幼儿独
特的笔触、动作和语言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成人应对
幼儿的艺术表现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不能用自己的审美标准
去评判幼儿，更不能为追求结果的“完美”而对幼儿进行千篇一
律的训练，以免扼杀其想象与创造的萌芽。 

涂鸦期——三岁前的幼儿喜欢用笔随意的涂画，画出的线条
轻淡、杂乱、不成形，由于手无意识的运动而产生绘画表现，称
为涂鸦期。他们虽喜欢拿着笔到处乱画，但并无表现的目的，是
他们感知觉与动作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对环境做出的新的探
索，是把一件过去在这个地方从没见到过的东西展示出来的激动
经验。为了让幼儿从涂鸦中体验快乐，得到发展，实施了以下策
略： 

一、从环境入手，激发幼儿的涂鸦兴趣。 
1.创设欣赏区，欣赏以前哥哥姐姐的涂鸦作品。 
为美工区的幼儿创设了一个涂鸦展示墙，大的背景由老师来

创设，然后再由孩子们自己把涂鸦作品贴到展示墙上，这样既能
让幼儿本身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又能让同伴之间得到借鉴和学
习，还能激发他进行再创作的兴趣，真是一举三得。 

2.在楼道创设“说一说我的画”，把幼儿的作品贴到自己的
小照片旁边，这样我们在餐后散步的时候能让幼儿给大家讲一讲
自己的作品，同时在家长接幼儿离园时，家长和幼儿之间有一个
亲子互动，给爸爸妈妈讲一讲，爸爸妈妈的鼓励和表扬，更能激
发幼儿的涂鸦兴趣。 

二、从材料入手，激发幼儿的涂鸦兴趣。 
《指南》中指出：创造机会和条件，支持幼儿自发的艺术表

现和创造。游戏是幼儿学习的重要形式，而游戏材料则是支持幼
儿进行游戏的基础，这就需要教师要随时关注幼儿的游戏情况，
根据幼儿的游戏兴趣和需求适时适宜的投放和调整游戏材料，才
能使幼儿各方面的能力得到发展和提高。 

1.桌面材料的投放。 
当我发现孩子们在美工区绘画兴趣不是很高，有的幼儿选好

纸和笔，但是画一会儿就不想画了，不管老师再怎么启发，也不
管用，还有的幼儿选好了添画的材料，很快就添画好了，很快就

离开了。孩子们的这些表现，使我感觉到，现在的游戏材料已不
能激发幼儿的游戏兴趣、提高幼儿的能力了。因此，我为幼儿增
添了广告色、毛笔、板刷、棉棒、棉签，还投放了用纸杯剪成的
风车、纸盘、各种异型纸、报纸等，这些半成品能用不同的材料
去装饰，孩子们见了非常感兴趣，纷纷选择自己喜欢的材料去操
作。但是游戏材料多了，孩子们又不知如何选择了，于是我用实
物投影给孩子们讲解了各种材料的用法，孩子们来美工区的兴趣
越来越高了。新材料的投放，让孩子们又喜欢上了美工区，但是
我还要更加仔细的观察幼儿的游戏情况，及时给与他们帮助和指
导。 

2.立体材料的创设和投放。 
我们为幼儿创设了涂鸦墙：在涂鸦墙上用即时贴粘贴出画面

的外轮廓，由孩子们用板刷、毛笔、棉棒等沾上广告色进行涂鸦，
孩子们非常喜欢。同时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良好行为习惯的养
成，我们还给幼儿准备了小围裙、小毛巾等。 

三、教师适时的参与和指导，会给幼儿带来自信和能力的提
高。 

幼儿把美术活动视为游戏，既有兴趣，又有参与的愿望。由
于幼儿语言发展的局限，他们还不善于用语言表达那些令他感到
新奇或不满的事情，他们常选择绘画的方式来表达，边画边用语
言进行补充。这是因为美术活动比较开放，幼儿可以不受局限自
由灵活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这使幼儿的情绪、情感能够得
到充分的宣泄，可以使儿童解脱心理压力和紧张，获得情感自由
和适应能力。美术作品重在想像，提倡自由表达和创新，因而美
术创作没有失败，不会产生挫折感，幼儿的心情愉悦。在尝试操
作或创作的过程中，幼儿可以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丰富自己的
学习经验，体验到发现、探索的乐趣。在完成作品时，他们又充
分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自信心油然而生。 

《指南》中还提到，在幼儿自主表达创作过程中，不做过多
干预或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幼儿，在幼儿需要时再给予具体的帮
助。了解并倾听幼儿艺术表现的想法或感受，领会并尊重幼儿的
创作意图，不简单用“像不像”、“好不好”等成人标准来评价。
展示幼儿的作品，教师要注重为幼儿创设宽松、自主的教育环境，
宽松会让幼儿有自由想象和创造的时间和空间；自主使幼儿不必
顾虑成人的看法和责难，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大胆探索和创新。 

美术教育不是为了专门培养未来的画家，而是作为一种树人
的手段、一种载体，更重要的是他还兼具启蒙益智的功能，培育
幼儿的开拓性、创造性思维，丰富他们的想象力。让我们把关爱
的目光倾注于孩子们稚拙的画面上吧，那里面闪耀着他们原创的
灵性和美丽的梦想。教师科学合理的呵护，将激活那些充满想象，
充满创造力的生命。或许他们日后不会把绘画作为职业和谋生手
段，但大胆的想象和勇敢的创造将使他们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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