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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以画促美  寓美于画 
——浅谈幼儿绘画活动指导策略 

◆罗  希 

（抚河幼儿园  江西省南昌市  330009） 

 
摘要：在奇妙无穷的艺术世界里每个幼儿都有一颗美的种子，他们与大

自然亲密的接触，在生活中积极探索，丰富自己的知识经验，幼儿绘画

不同于成人绘画，幼儿绘画中充满了天马行空般的想法，那一个点、一

个圆、一抹蓝都在诉说着幼儿内心的话，闪现幼儿纯真的心。那么教师

如何让幼儿在绘画活动中获得一定的技能技巧，绘画出属于自己的画

呢？针对美术活动中所存在的问题，本文我将从创设自由宽松的学习氛

围、丰富幼儿知识经验、选择绘画内容、指导及评价等方面进行分析，

探索出能够发展幼儿绘画能力的指导策略，让他们在绘画中释放天性，

感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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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活动是一种可以让幼儿快乐无比的游戏，也是表达自己
思想情感的一种方式。幼儿将外界所获得的信息转化成自己的心
理意象，在通过艺术的语言（如线条、色彩、粗细、大小等）创
造出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同时它也有利于发展幼儿的想象能
力、思维能力和创作能力。幼儿园的美术活动不以幼儿掌握扎实
的艺术技能为目标，而是要让幼儿在轻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中逐渐
喜欢美术，陶冶幼儿的完美人格。 

一、绘画活动中的指导策略 
1.宽松的情境培养幼儿的绘画兴趣 
在指导幼儿绘画时关键在于激发幼儿的绘画兴趣，我们提倡

让幼儿在“玩中学”，幼儿把绘画活动看做成游戏，那我们就要
像游戏那样去教学，引导他们观察，鼓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画出
自己的所看所想，激发他们的创作欲望。 

因此我们就要创设一个宽松、自由、和谐的环境，根据绘画
主题的要求和幼儿的年龄特点，形式要多样化，可以结合相关的
儿歌、谜语、游戏、动画片或是名人的美术作品，唤起幼儿的绘
画的兴趣。例如我在教幼儿绘画《蜻蜓》时，我会边念：“小蜻
蜓，大眼睛，两对翅膀轻又亮，好像飞机在飞行。”采用儿歌的
形式教幼儿绘画，他们的兴趣极高，而且方法也掌握的很好。当
然教师还可以是一个小听众，从幼儿的角度出发，提出问题激发
他们不断的思考和表达的热情。 

2.选择趣味内容，提高幼儿观察能力 
在选择绘画内容的时候，恰当的命题能够调动幼儿的学习兴

趣，同时也能决定幼儿对整个活动的投入情况，也能拓宽幼儿的
思路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反之不恰当的内容则会束缚幼儿的想象
力。所以说，内容选择应该针对幼儿的年龄特点，选择幼儿喜欢
的、能够理解富有童趣的素材，最大限度的激发幼儿的绘画欲望。
例如绘画活动《我是大吃货》，幼儿们对零食都非常的热爱，所
以我让他们说出自己最喜欢的零食，并告诉他们“如果你有一个
巨大的嘴巴，你想把什么零食吃进嘴巴里。”幼儿们一听乐的哈
哈笑，在他们表现绘画作品的时候都画了一张超大的嘴巴，把自
己最喜欢的棒棒糖、薯片、汉堡包等全不画进嘴里了，而且画面
效果也很不错。 

3.提供丰富绘画工具，激发幼儿创作欲望 
丰富的绘画工具会让幼儿产生好奇感，也是让幼儿保持对美

术兴趣的关键所在，运用多样的绘画工具，可以激发幼儿的创作
欲望。在美术活动中，教师给幼儿提供的常见绘画工具有油画棒、
勾线笔、水粉颜料，这些常见的绘画工具会让幼儿觉得索然无味，
而且幼儿缺乏对多种工具交替组合运用的能力，所以呈现出的画
面形式也很单调。因此，教师可以应用多种绘画工具，如：印画、
刮画、吹画、手指画等，这些绘画形式幼儿易学，色彩丰富效果
好，并且能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快乐。如绘画活动《下雪了》，我
就给幼儿提供了漏网、拼塑玩具、面粉等绘画工具，让幼儿绘画
下雪后的场景，首先幼儿对我提供的材料是好奇的，所以当我在
介绍如何使用工具的时候都听的很认真，操作的时候大部分幼儿

都能掌握的很不错，画出的雪景都很漂亮。从活动中让我看出幼
儿对这些独特的绘画工具兴趣都很浓，所以教师可以根据每次活
动的需要提供绘画工具，从而提高幼儿绘画的能力，增强他们对
绘画的兴趣。 

4.尊重幼儿，画出他们心中的画 
在以往的绘画活动中，教师常常占主导地位，让幼儿按照自

己的意愿来强迫幼儿绘画，或者给幼儿提供范画让幼儿按照上面
来画，而忽略了幼儿的想法和感受，让幼儿在绘画时常常感到压
力大，害怕自己画不好不敢下手。为此，我们应该给幼儿提供一
个充满爱和温暖的环境，充分尊重幼儿的想法。如绘画活动《海
底世界》，我用平等的语言和他们交流讨论“在海底世界里你们
都看过些什么东西呢？”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都讨论的非常开
心，接着我让他们选择自己需要的工具来进行绘画，这时我走到
小灰灰身边，我看到他画的似乎与海底世界无关，我就好奇的问
他：“你画的这个是什么啊？”小灰灰高兴的说：“这个是孙悟空，
他翻个筋斗云要去海底探险了。”我听了之后及时肯定了他的想
法非常的富有童趣，也让幼儿敢于大胆的画出自己心中的画。 

二、巧妙的评价增加幼儿自信 
美术活动中的评价环节，可以让幼儿充分表达自己的审美体

验，并与同伴、成人交流的过程中提升自我的审美经验并增加自
信心，我认为幼儿园的美术活动中的评价环节可以通过以下几方
面进行： 

1.游戏性评价 
游戏性评价可以让幼儿在有趣的情境中主动关注自己或者

同伴的作品，通过游戏表达自己对作品的感受，如绘画活动《舞
动的树叶》，幼儿将自己的画的树叶粘贴在教师准备的长卷画中，
并让幼儿画上自己喜欢的动物和树叶一起做游戏，这时教师引导
幼儿观察同伴之间画的不同动态表现，在趣味的游戏中表达自己
的感受。 

2.叙事性评价 
幼儿们在进行美术创作的时候，这幅画的背后就蕴含了一个

关于他们自己想象的故事，叙事性的评价就是让幼儿把自己创作
的作品描述给大家听，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如绘画活动《我
爱幼儿园》，幼儿们有的画了自己在跳舞、有的画了在玩区角游
戏、有的画了在玩滑滑梯……用趣味的语言讲述了自己作品中幼
儿园的快乐生活。幼儿在讲述的过程中会融入自己的情感，激发
快乐的情绪，使简单的画面更具有情节性，内容更丰富。 

在评价的过程中教师还是要尊重幼儿的作品，用心去聆听他
们的独特的想法，每个幼儿心中都有一颗美的种子，等待教师去
散发它的美。 

总之，幼儿绘画活动的指导策略是多种多样的，关键是教师
如何根据课堂的实际情况，灵活的选择适合幼儿的方法进行指
导，不要过多的重视幼儿绘画的效果，限制幼儿的自由发挥和想
象的空间，让幼儿乘着自由的翅膀在绘画的天空中翱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