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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绘本阅读在幼儿美术教育中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李  艳 

（湖北省襄阳市直属机关第二幼儿园  441000） 

 
摘要：绘本，是幼儿成长期之初的普及读物，它是幼儿在理解能力以及

文字认识尚不全面的情况下赋予幼儿认知世界的书籍。并且绘本中还含

着大量的精美图片，这些图片可以有助于提高幼儿的鉴赏能力以及审美

能力。因此，本文将围绕幼儿绘本阅读在幼儿美术教育中的问题进行分

析，并给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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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是占用一定的二维平面空间以及三维立体空间的艺
术。美术教育作为辅助教育的基础学科，越来越被社会和人们所
重视。美术教育可以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与艺术素养，陶冶幼儿
的情操，带领幼儿认识美、欣赏美、创造美，因此对幼儿将来的
生活都是非常有益的。由于此阶段将绘本阅读放入美术教育中的
教学并不重视。所以，本文将通过讲述绘本阅读对幼儿美术教育
的意义，引出在幼儿美术教育中的现状分析，然后提出如何将绘
本阅读运用到美术教育。 

一、绘本阅读对幼儿美术教育的意义 
绘本是幼儿认识世界的启蒙读物，绘本正如字面的意思，是

用图画的方式描述逻辑和知识的基础体系，让幼儿对自然和社会
的运转规律有一定的了解[1]。幼儿由于对汉字的认识明显不足于
完整读下一本全是文字的书籍，因此，就需要借助图画的方式让
知识在脑海里存在。每一本绘本的精美图片都是对一篇故事事件
的讲述，而图画中逻辑链条式的叙述过程则能够帮助幼儿发展逻
辑思维。精美的图片不仅在于故事性对幼儿的吸引，更在于图片
本身的美。幼儿通过欣赏绘本中的图片，而对美构建一定的认知，
幼儿接触的图片越多，越能对美的审阅形成一套自己的审美观。
在美术的学习中，初次绘画就是模仿，模仿是构建在现实的基础
之上，将现实的事物通过画笔勾勒出来。图画的勾勒并不是寥寥
几笔的线条，而是对所画之物的美的具现。审美的前提是要求幼
儿有美的概念，绘画的前提有对所画之物的轮廓，幼儿脑无所物
时，下笔是很困难的。因此，让幼儿接触绘本，就是构建幼儿对
美的认知，通过阅读绘本，了解所绘之物的基本绘画结构。所以，
教师有意识的将绘本投入美术课堂之中，通过绘本中图片对幼儿
进行实时讲说，能够激发幼儿对美术学习的兴趣，让幼儿在脑海
里勾勒完整的绘画图景，进而能够动手自己去画心中想象的图
景。这便是因绘本的影响而形成的大致方向，可以让幼儿脑海中
的景象定型，让心中所想能够执笔而画。而没有这样影响的幼儿，
通常脑海中的景物很模糊，模糊的景象无法使幼儿提笔就画，因
此，美术学习的进度就会相对较慢。 

二、在幼儿美术教育中的现状分析 
美术教师在教育幼儿美术绘画时，通常仅靠身边的教科书为

景象题材，让幼儿以某样主题进行绘画，而这样就会导致幼儿难
以下笔，就算是下笔而画，所完成的作品也是没有灵魂的，幼儿
的所思所想均未体现在图画之中。如何教幼儿绘画是个问题，太
高深的技巧定是不行，幼儿无法理解其意义，仅靠教科书的示范
举例，太过单一，幼儿不一定能够适应过来[2]。美术是一件充满
乐趣的事情，如果用条条框框圈住幼儿的想象力，设下不能那样
不能这样的规矩，极度影响幼儿的美术素养的发育，而且屡次的
失败也极其打击幼儿的自信心，甚至致使幼儿逐渐丧失对美术的
喜爱与追求。美术教育不仅在于如何绘画，更在于对美的品鉴，
它能够培养人的审美观[3]。不仅如此，每一幅画卷都包含了画家
的情感与灵魂，包括绘本中的插画也一样，用精美的图画将故事
串联起来，每一幅插画都是精美而富有生气的线条勾勒，这对于
幼儿而言是很珍贵的宝物。然而，多数美术教师并未将美的品鉴
放在美术教学的第一位，仅仅是将传统的教学方式，从技巧开始，
从动笔开始，实际上，这样的教育致使幼儿的空白区太大，提笔
困难[4]。幼儿在绘画中需要主动的思考，不能形成定向的思维方
式，被教师拖着去学习美术，这会造成幼儿的逆反心理，不利于
幼儿对美术的学习，也达不到教师教习幼儿学习绘画的目标。因

此，教师需要将幼儿的思维解开，放开幼儿的思想让幼儿自由的
思考，进而再推进绘本教学，使幼儿感到有趣的同时在脑海中记
下绘本中精美图片的轮廓，形成美术图片的体系。这个体系会构
建幼儿的审美观，当脑海中的图画渐渐多起来的时候，幼儿的经
验也会随之增加了，也就不会再是无法提笔的状态了。 

三、如何将绘本阅读运用到美术教育 
将绘本运用到美术教学，精美图片较多的、内容有趣的绘本

是首选，这样会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当幼儿沉浸于有趣的故事中
的时候，也会随之将精美的图片印在脑海之中。然后教师再以绘
本中的图片形象为幼儿讲解其中的绘法，以生动而特殊的图片为
例，引发学生愿意听的兴趣，不仅可以从绘法的角度为幼儿讲解，
还可以从画本身讲解。在绘本中，动物是有拟人态的特征的，因
此，教师可以从这样的角度讲述动物的肢体动作与表情，既讲了
绘画的技巧也让幼儿听的开心。然后再让幼儿选择喜爱的图片，
进行模仿勾勒，将原图片中的形象通过想象再换一个涂鸦，用涂
鸦的方式促进幼儿自身的想象力发挥。之后再创设情景结尾，为
绘本中的结局换一个自己理想的结局，将绘本的故事延伸，因此
而锻炼幼儿的空间想象力。还能让幼儿仔细的对绘本进行思考分
析，增强幼儿的观察力，让幼儿事无巨细的将故事的情节琢磨透，
进而通过绘本的故事细节画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总语：由此可见，利用绘本对幼儿的进行美术教育，有助于
幼儿的兴趣产生，促使幼儿对绘画产生下笔的冲动。因此，教师
要善于利用这样的资源，用丰富的教学方式积极的创新，进而发
挥美术教学对幼儿绘画的引导作用，从而培养幼儿的审美观、想
象力、观察力以及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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