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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幼儿园美术活动中游戏化的有效渗入 
◆张丽泉 

（萍乡市保育院） 

 
摘要：游戏是幼儿园教育的基本活动，可以说游戏就是幼儿的生活。而
美术活动本身对幼儿来说就是一种游戏，为让美术活动真正成为幼儿喜
爱的一种游戏，从活动内容选材、多元材料、活动形式等方面游戏化的
有效渗入将会为活动增色不少，也将成为幼儿不可缺少的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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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儿童美术教育家罗恩菲尔德在他的著作中提出：“游
戏……可应用于儿童的一切活动……艺术可视为游戏的一种形
式，儿童在艺术特别是绘画这样的游戏活动中，内在需要得到真
正的满足。”游戏在幼儿园美术集体教学活动中的渗入不比音乐、
语言、科学等领域的课程来得显性与直接，似乎美术活动的安静
与游戏的活跃不相干连。那么如何突破目前的难点，将美术活动
与游戏有机结合呢？游戏化的有效渗入让幼儿内在情感流露，促
进其能力得以发展，且轻松愉快。 

一、捕捉亮点，游戏化巧妙渗入 
1.游戏渗入情境化 
创设和营造适宜的情境化学习环境，让幼儿在游戏的氛围

中，体验积极的情感，形成对事物初步的印象。如：中班美术活
动《日出时的大海》以一个需要帮助的小兔去看大海的情境贯穿
活动，在跌宕起伏地故事情节中随老师通过挤、刷颜料，最大限
度的激发幼儿创作欲望和想象力，为主人公小白兔点亮火光，画
出了火光照亮后的海浪、风、保护火光地罩子及火光熄灭后日出
的景象，使幼儿在游戏情节中，将玩颜料和故事结合，有景、有
情、有乐趣，让孩子们在轻松地氛围中大胆想象，开心玩颜料，
其乐无穷。 

2.游戏形式多样化 
（1）幼儿园美术活动可以通过音乐游戏、语言游戏、表演

游戏等的介入。借助语言游戏和表演游戏，将美术活动的目的、
内容巧妙的与游戏结合，如小班美术活动《小老鼠拉线线》，在
活动以欣赏漫画、讲述漫画、表演漫画的过程中，学习用“拉一
拉”、“绕一绕”、“团一团”的方法学画线条的各种形态，设计立
体大火车，请幼儿自主选择车厢中“需要帮助的人物、事物”，
根据其画面内容进行添画，让美术课不限于桌面操作而活起来。
最后，教师和孩子们“拉呀拉”拉出一根风筝线，提议一起放风
筝结束活动。活动围绕着“线”巧妙的将游戏融入，使幼儿体验
到其中的乐趣，便会积极地投入。 

（2）幼儿美术借助有趣的绘本等介质开展活动。如绘本《艾
玛捉迷藏》《会跳舞的长颈鹿》《方格子老虎》《爷爷一定有办法》
非常适合进行美术教学。在美术与绘本相结合的活动《艾玛捉迷
藏》中，幼儿用颜料将生活中的各种物品按照主人公大象艾玛身
上彩色方格的风格进行装饰，变成艾玛的小宠物。让枯燥的色彩
练习，在有趣绘本的介入后，趣味倍增。 

（3）开展合作游戏式的美术活动。如大班美术活动《草地
上了的我们》，幼儿自主约好合作伙伴，选一位幼儿趴在地上的
当模特。其他幼儿将模特的影子描绘好后，商量绘画内容并分工，
幼儿在活动中用各种材料装饰草地，描绘草地上动物们和模特的
影子的故事。其合作的过程开心愉悦，更是让游戏成为活动的全
部。 

幼儿园美术活动游戏化的形式多种多样，在实践工作中结合
活动内容和所处条件，只要有心，各种游戏化的教学形式让幼儿
美术活动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3.游戏渗入生活化 
“艺术来源于生活”幼儿美术活动也是如此。没有结合幼儿

生活的空洞活动会让幼儿丧失对美术活动的兴趣和信心。每个年
龄段的幼儿对游戏都有强烈地欲望和需要，美术活动趣味性尤为
重要，只有他们观察过、经历过的事，他们才最熟悉且感兴趣，
也是最愿意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也只有事物在幼儿头脑中形
成表象后，他们才会去进行想象再加工的兴趣。如：小班美术活
动《一碗鸡蛋面》，这是孩子们最熟悉不过的美食了，结合他们
的生活经验，让幼儿先说说鸡蛋面里有什么：荷包蛋、葱花、香

菇、白菜等等。为每位幼儿准备一个“面碗”及各色粘土、彩纸、
彩笔。经过大家讨论决定用黄色和白色的粘土做荷包蛋，感觉很
有食欲哦。其他的配料幼儿根据自己的生活和喜好进行添加。孩
子们在捏一捏、撕一撕、粘一粘、画一画中，一碗碗各具特色的
鸡蛋面就出炉了。所以活动内容的选择要具有生活化且游戏化。 

4.游戏贯穿始终化 
美术活动中，将游戏贯穿活动始终，让幼儿置身游戏当中。

可以是某一游戏情境为主线，可以是某一故事为载体将游戏贯穿
整个活动。教师为幼儿营造一种有趣的活动氛围，让幼儿在游戏
中轻松掌握活动重难点，促进幼儿大胆发散想象，同时感受游戏
化美术活动的快乐。如：大班美术活动《爷爷一定有办法》，借
助绘本故事的情节：爷爷巧妙的把孙子的破毯子变成外套、背心、
领带、手帕、纽扣这一过程。幼儿也随着故事情节思考并动手操
作，将不适合地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变成适合的东西，并且掌握了
尽量剪去最少材料使保留的部分最大化的规律和技能，同时体会
爱的温暖，感受一次一次挑战中游戏带来的快乐。 

5.游戏化材料丰富化  
丰富的材料会让幼儿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美术活动中，更

是幼儿想象创作的前提所在。对于幼儿来说任何物品都可以是美
术活动的材料，总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有时可以是个大纸箱、几
团毛线、或者是白菜头或是几个毛根、几块粘土、几个牙刷、一
个纸团等等，孩子们都会玩的不亦乐乎。在大班美术活动《有趣
的沙画》中，为幼儿提供的作画工具不是纸和笔，而是孩子们喜
欢玩的沙子。自制微课引入课堂，通过故事情景在看一看、猜一
猜、玩一玩中孩子们总结沙画地多种方法，在舒缓地音乐声中放
飞想象的翅膀，尽情玩沙，随之陶醉。将沙取代普通的作画工具，
幼儿体验着沙画创作的无穷乐趣。丰富地材料投放让幼儿在玩中
学，玩中发展，享受游戏带来的快乐。 

二、游戏化渗入美术活动应适当、适宜、适切。 
美术活动游戏化的渗入让幼儿更积极愉快地参与活动，它决

定着幼儿的发散和创造性思维能否较好的激发和调动。那么，如
何合理的将游戏化渗入到美术活动中呢？ 

1.游戏化渗入选准切入点。 
幼儿美术游戏化的渗入方式很多，要考虑从哪里着手，从什

么角度进行游戏化的渗入，最佳点在哪里，找到切入点渗入能激
发孩子的积极性、创造性。 

2.游戏化渗入应激发幼儿挑战性。 
美术活动游戏化的渗入激发了幼儿对活动的兴趣和参与的

积极性及创作热情，对各年龄段的孩子要选择具有挑战性的游戏
活动，需要鼓励幼儿不断挑战自我，克服困难，体验成功的快乐。 

3.游戏化渗入层层递进、逐步深入。 
将游戏化渗入美术活动要充分认识游戏和美术活动两者的

性质和价值，确定正确的教育价值趋向。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游戏化渗入要有目的性、计划性，要层层递进、逐步深入。 

三、游戏化活动评价游戏化 
在幼儿美术活动中，对幼儿作品的评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

节。采用多层面、游戏化的评价方式激发幼儿作画的兴趣和自信
心，给幼儿带来的是意想不到的鼓励。如幼儿将作品摆放在展示
台上，孩子们人手一块雪花片，将自己的雪花片放在认为最有特
色的作品旁，最后统计出最具魅力的作品，请幼儿代表说出选票
的原因，教师的投票尽量照顾能力弱的幼儿，并根据该幼儿作品
某一优点进行鼓励评价。这样的评价既有趣，互动性又强，幼儿
充满了期待，提升了绘画兴趣。 

在实际的教学当中，幼儿将美术活动当做游戏。当游戏化渗
入美术活动中，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能满足幼儿的愿望和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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