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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在游戏中发展中班幼儿的绘画能力 
◆顾亚红 

（江苏省靖江市御水湾幼儿园  江苏靖江  214500） 

 
摘要：《纲要》明确指出：幼儿园教育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
各项活动之中”。 一般来说，中班幼儿在整个幼儿时期比较典型，思维
表现是具体形象比较突出，该阶段处于具体形象思维期，表现在课堂上
和小班幼儿有显著差别，活动持久性常出现于感兴趣的游戏等环节。基
于此，中班幼儿可以结合游戏和美术教育，两者共同进行，既能够在日
常游戏中感知美术教育，又能够把美术内容直接转化成和游戏相关的活
动，以此提升幼儿水平的发展。 为了提高中班幼儿绘画的积极性， 让
孩子们主动、快乐地创作，也使作品产生丰富的画面效果。我根据中班
幼儿的年龄特点，使游戏与美术活动自然地结合，选择游戏性的教学内
容，激发幼儿绘画的兴趣；提供丰富的绘画材料，萌生幼儿绘画的愿望；
采用游戏性的教学方法，提高幼儿的绘画能力；多给幼儿一些鼓励，增
强幼儿绘画的自信心。让他们在游戏的过程中学习绘画，有效激发了中
班幼儿对美术活动的热情，积极主动地在娱乐中获得绘画知识和技能，
在愉快的气氛中求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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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游戏性的教学内容，激发幼儿绘画的兴趣 
（一）日常生活中挖掘题材 
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爱好、知识经验和技能

各不相同，他们生活经历比较简单，生活经验积累较少，往往只
对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物体产生绘画兴趣。中班幼儿进行日常游戏
中，能够适当融入一部分幼儿美术教育，如果幼儿在游戏过程中
表达出了一定的对事物保持适当的热情和喜爱，关键在于对此表
达出浓厚的兴趣。因此，教师必须积极寻求幼儿美术教育的契机
与内容。把幼儿的情感、兴趣等利用绘画形式表达出来。将美术
教育和日常游戏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对幼儿绘画的内在机制进
行充分调动，还可以激发起对于美术的热爱。 因此，我们坚持
从幼儿熟悉或感兴趣的题材入手，选择美术活动内容。如根据幼
儿喜欢小动物的特点，选择了《巨嘴鸟》《小绵羊肖恩》《海绵宝
宝》等绘画内容。玩具也是孩子们喜欢的，在主题《汽车总动员》
中，我们设计了《未来城市交通》《宇宙飞船》等教案。这些幼
儿熟悉的内容题材生动有趣，富有游戏性。因为我们懂得单调的
涂色练习和艰涩的临摹活动都不是中班幼儿所喜欢的，他们更喜
欢在轻松、有趣的游戏中进行学习。 

（二）日常游戏中挖掘题材 
游戏贯穿于幼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每天我们都会组织幼

儿玩一些游戏， 如音乐游戏、体育游戏、语言游戏等。我们发
现在这些游戏活动中有着丰富有趣的美术教学题材可以挖掘。
如，在玩过音乐游戏“丢手绢”后，可以让幼儿学画设计— “美
丽的手绢”; 在体育游戏“白鸽警士”后，引导幼儿做手工粘土；
结合语言游戏“竹篱笆和牵牛花”，画横线、竖线，变成“竹篱
笆”等，只要我们做个有心人，一定会发现一日活动的游戏中蕴
藏着许多有趣的教学内容。 

二、提供丰富的绘画材料，萌生幼儿绘画的愿望 
由于中班幼儿对自己活动的控制和小肌肉发展还不够完善，

动手操作能力较差，重复单一的绘画材料不容易激发幼儿的兴
趣，因此教师需要为幼儿提供丰富多样的操作材料，供幼儿自由
选择，让他们在自由的选择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表达，在自由的
表达中享受游戏的快乐。并进而对绘画产生兴趣，让幼儿觉得绘
画是在游戏。例如我为幼儿提供各种蔬果让幼儿进行拓印作画，
提供棉签让幼儿进行棉签点画等，幼儿被这些丰富有趣的材料所
吸引，自然会主动地操作材料，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 

三、采用游戏性的教学方法，提高幼儿的绘画能力 
如何唤起幼儿对绘画的兴趣呢？俗话说：兴趣是 好的老

师。幼儿的基本活动方式是游戏，尤其是中班的幼儿，这与他们
的生理、心理特点有密切关系。所以，教师应顺乎“象征”期幼
儿这一明显的心理特征，采用游戏的方式，激活他们内心的绘画
兴趣，将游戏与绘画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一）涂画游戏 
中班的幼儿对涂涂画画非常感兴趣，处于象征期的孩子对世

界的认识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身体的发育尚不健全，他们
之所以为画中莫名其妙的形象起很多具体的名子，就因为他们需
要从中自娱，而不是为了真正画得酷似那些形象。孩子们的身体
条件和已有的技能技巧还不足以让他们画得“象”。所以，作为

老师千万不要操之过急，要求孩子很快能画出有具体形想的“象”
的画来。如果您仔细观察孩子画画的过程就不难发现，儿童给自
己的画命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孩子画的题目和画中形象的名称
可能随着自己画面的增加而变来变去，这个形象一会儿是爸爸，
一会儿可能就变成妈妈了。这是孩子思维发展的一个信号，孩子
开始将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与理解同自己的画联系在一起了，
这正是象征期的儿童涂画不同于涂鸦期儿童涂画的关键之处，涂
鸦期的涂画主要是身体的运动，是大脑同手相协调的过程;而象
征期的涂画中，线条和色彩已不仅仅是运动的轨迹了，它们已经
开始代表了一定的事物，是大脑同眼睛相协调的产物，这就是孩
子进步的标志。 

（二）玩色游戏 
幼儿玩色活动是幼儿园美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幼

儿玩色活动是指幼儿在教师引导下，运用不同的绘画工具、材料
及表现技法进行的活动，有助于培养幼儿对美术活动的兴趣，激
发幼儿的情感，培养幼儿良好的作画习惯，又有利于发展幼儿的
观察力、协调力和想象力，萌发美术灵感，提高幼儿对色彩的感
觉和审美能力。例如我们学习的《颜色变变变》，激发了幼儿对
色彩的变化活动产生兴趣和探究的欲望，引导幼儿通过玩色，发
现两种颜色混合后的变化。 

（三）拼图游戏 
由于中班幼儿对枯燥、单一的临摹不感兴趣，根据中班幼儿

的年龄特点，遵循绘画学习的原则，我开展了这种可举一反三的
“拼图游戏”，让幼儿在观察的基础上，先用各种几何图形拼摆，
感知物体的整体与各部位造型，帮助幼儿提升经验。 

（四）镜像游戏 
教师必须利用实物、语言、图片、影视等多种方式的刺激，

激发幼儿感知事物的兴趣，并从对事物形状、色彩等的初步认识，
来激发幼儿的审美动机，唤起他们的绘画愿望。熟悉的、生活化
的情景会使幼儿感到亲切和好奇，从而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绘画
动机，产生通过线条、色彩来表现生活经验的愿望。 

（五）添画游戏 
幼儿对手工活动的兴趣很高，为了唤起幼儿的绘画的兴趣，

我还将绘画与手工相结合。如：粘贴迎春花、桃花，拼贴蝴蝶等，
由于手工与绘画相结合，不象单纯绘画那样追求作品效果，而是
更加注重动手操作的乐趣。因此，受到了幼儿的喜爱。抓住幼儿
的这一特点，我让幼儿把所撕成的、捏成的作品组合粘贴成一幅
画，让幼儿可以随时看到自己的成绩，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幼儿
之间可以互相欣赏、互相学习，还可以在幼儿原有的作品上引导
幼儿添画其它内容，利用多种工具丰富画面，如用：蘸、滚、印
等方法使作品更有个性。 

《纲要》提出幼儿艺术教育必须“克服过分强调技能技巧和
标准化要求的偏向”，以免使幼儿在被动地服从和模仿中，丧失
自信心和对艺术活动的热情。既然，绘画是幼儿的一种心理需求，
是生命之初自然绽放的一种想法，教师更应顺应幼儿的心理发展
规律，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游戏氛围中画画，使他们对自己所创
造的绘画更加感兴趣，促进其身心健康全面和谐发展。  

四、多给幼儿一些鼓励，增强幼儿绘画的自信心。 
孩子们非常重视使他们花费了不少心血的作品，非常注重成

人对他们作品的 度，由此来评价自己作品的好坏。因此，我经
常以积极的 度鼓励他们所作的努力，用赞赏的语言肯定幼儿的
创作成果，让幼儿知道他们的作品是被接受的。在这样的鼓励下，
幼儿会体验到成功感，并对绘画充满兴趣。即“在鼓励中创造表
现”。 每次活动结束时，我总要展示所有孩子的作品，这样做本
身就是对幼儿创作的肯定。考虑到幼儿喜爱单色线条画，因此我
对色彩不作过多要求，允许幼儿自由选择色彩进行绘画，不作大
面积涂色要求。 我还经常让幼儿把画带回家给爸妈看看，使幼
儿对活动、对老师产生好感。同时提醒家长正确地评价孩子的作
品，从孩子的眼光出发。要求每个家长都要做到对孩子的努力由
衷地表示高兴。然后可以按照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些建议
或给适当的帮助。及时对幼儿的绘画成果加以肯定、鼓励、表扬。
在这样的鼓励表扬下，幼儿会对绘画充满信心。 

游戏是幼儿的天性，幼儿喜欢游戏，游戏与美术活动自然地
结合，让中班幼儿在“玩”中体验美术活动的乐趣，发展了美术
技能，也促进了幼儿各方面能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