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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策略，“趣”成长 
——主题背景下幼儿园趣味美术活动的策略研究 

◆丁利娟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七彩童年幼稚园  412000） 

 
摘要：主题背景下的趣味美术是在主题背景为主要切口，以主题引发的

活动内容，再综合了对美术要素的认知以及对作品的情感初步体会，它

的目标是以认知和情感并重。主题下的趣味美术活动给了幼儿更多可以

扩展的思维和想象的空间，对幼儿综合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本文对教师如何开展主题式的幼儿园趣味美术活动进行了简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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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下趣味美术活动开展的必要性 
传统的幼儿美术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太过注重于幼儿的技

能的培养，失去了幼儿喜爱的趣味性、游戏化，让原本幼儿喜爱
的美术活动变成了枯燥、乏味的活动，才使得很多幼儿对美术活
动不感兴趣；还有的幼儿在教师示范画后画出来的画都是千遍一
律的，很多交上来的作品都是没有个性、缺乏创新和想象的成份。
这样的现象已经被大多教师发现，并寻求幼儿美术教育的突破。 

主题下的趣味美术活动通过一个相应的主题作为背景，可以
从幼儿实际生活经验出发，如加入了气候主题、环境主题、节日
主题等，通过富有创意和趣味的教学活动来激发幼儿的创造性思
维，培养幼儿美术创造力和活动积极性的有效途径。其实，趣味
美术活动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而主题下的趣味美术就给了
幼儿更多可以扩展的思维和想象的空间，在这个活动中，需要儿
童的想象和创造。美术作品的魅力就在于其充满丰富甚至离奇的
想象力。改变传统教学模式，让幼儿对美术活动更加的感兴趣、
更有欲望。 

因此我提出了在主题背景下开展幼儿园趣味美术活动，以趣
味美术为主，有利于激发幼儿兴趣与需求，发展幼儿的能力，并
且在以主题背景下开展的一系列趣味的主题内容，利用多种形式
的教学方式，促进幼儿创造思维的发展。 

二、选择主题背景下趣味美术活动的内容 
在选择主题的过程中发现趣味的主题比较让幼儿感兴趣，贴

近生活的主题更加让幼儿利于创作，因此对主题的内容尽量选的
都是幼儿喜欢的主题。 

1、挖掘原有课程主题，突显趣味 
主题性的美术活动更加注重幼儿对主题的亲身实践，由传统

封闭式课堂转向开放是课堂，让幼儿走出教室，走向自然与社会，
通过自身的体验和感悟获得感性认知，从而将理解转化为绘画作
品，从而凸显了美术活动的趣味性。如主题活动《大自然的语言》
中，让幼儿观察大自然中的不同景色和现象，有时候早上有雾，
他们就会说原来是淘气的雾宝宝来了。在美术活动《太阳》中，
让幼儿先谈话再去观察太阳照到了哪些地方？随着主题中的内
容是幼儿比较熟悉的、贴近生活的，绘画起来也比较容易，利于
创作。     

2.融入生活化的主题，利于创作 
(1)气候主题生活化 
贴近幼儿的除了幼儿熟悉的，还有就是气候，气候引发的主

题有春夏秋冬，我们在每个季节中对幼儿进行教育，让他们在观
察中了解春夏秋冬的主题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如春天到了，可
以带幼儿去户外寻找春姑娘，在寻找的过程中一下就发现了春天
的足迹。秋天季节来时，可以让幼儿在幼儿园来观察落叶落下来
的过程等等。 

(2)环境主题生活化 
这里的自然环境指的就是幼儿对身边环境的认识，像幼儿

熟悉的自己的小区，可以在逛过自己的小区后画画我美丽的家
园；也可以是我们的酒吧街、神龙城、沿江风光带等，这些都是
幼儿 熟悉的， 贴近他们生活的，创作起来 能表现。 

3.结合生成性的主题，勇于创造 

在幼儿创作的过程中，有时候就会发现幼儿对别事物感兴趣
的时候，教师可以针对幼儿的兴趣，生成性的能发出新的主题内
容来让幼儿创造。如带领幼儿去户外观察蝴蝶后并画出来时，但
很多幼儿观察蝴蝶不感兴趣，而对扑蝶兴趣浓厚时，可以尝试改
变原来的主题，换成幼儿喜爱的，如可以设计成活动《飞行的蝴
蝶》这样活动更加有趣，幼儿也会创造出不一样的画面内容。 

三、探究主题背景下趣味美术活动的策略 
通过主题背景下的趣味美术实践活动，我们以生活经验为基

础、学着趣味的美术材料、以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来让幼儿可以
无限的进行创作，并且挖掘一些幼儿比较熟悉的主题节日教育内
容。以此来丰富幼儿认知、体验美感、提高能力。 

1.把握主题性趣味美术活动的开展时间 
幼儿美术活动不必局限于课堂活动中，我们应该重视主题活

动开展的时机与场合，将趣味美术融入到一日主题活动中，这样
才能帮助幼儿促进情感、态度、能力等方面的发展。 

在日常活动中教师经常在教室里完成的比较多，但是出去观
察再创作的比较少。像主题画《春天》，在幼儿对春天陌生时，
很多幼儿是不能将春天画下来的，那怎么做呢？可以指导幼儿结
合树叶、天气、穿衣、春天的植物、春天小朋友的活动等特色，
画出春天的主题画，带领去户外玩，让幼儿一点一点地积累自己
对春天的所见所闻，并让幼儿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说给老师和同伴
听，也可以结合一些比较趣味的材料作画，这样，幼儿既不感到
陌生，画面又丰富生动。所以说美术的表达表现无处不在，这样
让美术活动更好的融入了幼儿的日常生活与学习中。游戏是幼儿
的生命，一日活动中游戏是贯穿于始终的主要活动。 

2.选择趣味美术材料，引起兴趣 
平时的美术活动中除了使用纸就是蜡笔，美术活动材料过于

单一，很难引起幼儿对美术的欲望。趣味的美术材料包括了美术
材料中的笔类、纸类等，丰富多彩的工具和材料，更能提高幼儿
对美术的兴趣，增强画面的艺术效果，也为发挥幼儿的艺术创造
提供了物质条件。 
工具 笔类 纸类 颜料 其他 
例举 如蜡笔、彩

色铅笔、油
画笔、水彩
笔、毛笔、
刮画
笔…… 

如报纸、铅画
纸、卡纸、毛边
纸、宣纸、砂画
纸、 
刮画纸、卡美
纸…… 

如水粉色、
水彩色和墨
汁…… 

如瓶盖、
棉签、纸
盘等生
活中的
材料 

3.利用多种教学形式，无限创作 
（1）趣味导学，激发欲望 
有趣的教学导入能激发幼儿的兴趣与探索的欲望，能让幼儿

在美术活动中能愉快的投入到动中，如：游戏式、生活情境式、
音乐渲染式、绘本故事式等。 

探究形式 形式概括 
游戏式 这种方式比较符合孩子的天性，让幼儿在画中

玩，玩中学，为幼儿创设出一个宽松、自由、
安全的氛围和心理环境。 

音乐渲染式 以音乐渲染式的方法，更容易把幼儿带到特定
的情境中，音乐渲染气氛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
用。 

绘本故事式 绘本故事中的很多情节、优美的画面为幼儿的
美术活动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情景，让幼儿随着
情节的变化推进，把美术活动的要求、技能等
自然融入其中，从而在创作的过程中能大胆地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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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主题，自由创作 
①多形式的创作 
在主题背景下的美术活动中可以鼓励幼儿自由选择表现形

式，如蜡笔画、刮画等，让孩子在自由的空间内自由选择，让他
们尽情动手发挥想象力进行创造活动。在老师的启发下，孩子们
自由选择表现形式，有的孩子用报纸拓印，有的用刮画表现、有
的以线描的形式呈现…… 

②材料中的创作 
在美术活动中教师可以有目的、有意识地投放许多材料，允

许幼儿根据自己的想法自由选择作画材料大胆地表现和创作，自
由选择材料给了孩子们创作的灵感和表现的空间，鼓励幼儿大胆
地表现与创造，画出来的效果会更加的好，活动也变得有趣！ 

③想象后的创作 
幼儿学画可以给幼儿自由，还幼儿童真，多给他们一些想象

的空间和构思的时间，再构思出自己的画面内容后开始创作，这
样顺其自然地引领他们从眼中的世界走向心中的世界，就会开发
出幼儿的创造潜能。 

结语： 

传统的美术活动，教师习惯把重点放在培养幼儿的绘画技能
技巧，忽视了幼儿整体素质，如情感、智力、审美心理素质等培
养，而主题背景下的趣味美术活动具有多元发展的目标和活动过
程，为幼儿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尤其有利于幼儿艺术
创作兴趣的发展和创意想象思维的发挥。因此，教师要重视主题
背景下趣味美术活动的创设与开展，让幼儿在同样的艺术学习时
间里获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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