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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学龄前儿童校外美术课堂教学的现状 
——以昌黎地区民办美术培训为例 

◆黄  松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我国的学校教育发展到现阶段，其制度日益规范与完善，随着社

会的发展和对人才培养要求的迅速提升，校外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

和延伸，其重要的作用也开始被广大家长们所认识。校内的美术课程单

一，常常受其他文化科目的影响，课时较少。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校

外儿童美术培训的教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学龄前儿童在接触生活的过

程中，环境中的每件事物对于他们都是新鲜的，在氛围轻松的美术课堂

中，更能激发幼儿探索美感受美的热情，校外美术课堂的教学起到关键

作用。本文选择河北昌黎地区的民办少儿美术培训学校进行课堂观察，

进一步了解美术教师的教学以及幼儿美术课堂的表现，针对现状分析原

因，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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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中的教学现状 
学前儿童按年龄可分为小、中、大班三个阶段。小班绘画的

基本要求是培养学前儿童认识和逐步学会使用绘画的工具和材
料，培养正确的绘画姿势。中班儿童比小班儿童的观察能力强，
因此要注意引导他们在观察的基础上注意更多的物体特征。随着
年龄的增长，大班儿童的审美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所以要求教
师不仅要引导他们注意物体特征，还要让他们注重细节事物的细
节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在一次美术课堂中，班内 13 名孩子中，
分别来自小中大班不同的班级。对于不同年龄的学生在同一个班
的情况。我向美术教师提出了疑问，教师这样回答我：“大班报
名的人数只有 3 个，由于学生太少，我们不能单分一个班，等人
数多了再分出来。”当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聚集在一个班级时，美
术教师在美术课堂上为了控制课堂秩序，教师们会做出“讲话要
举手”的要求，这会限制孩子们在美术创作中的自由表达。在
后的讲评环节中，教师也只是围绕画面的布局内容的丰富度进行
简单评价，幼儿兴趣度也不明显。这时，讲评环节成了教师的独
角戏，达不到应有的教学目的。                        

其次学龄前儿童的家长在美术课后，只看重美术作品效果，
这就导致了儿童画画过程中缺乏自己想要真正表达的内容。美术
教师也会只看重孩子绘画的效果，甚至会主动帮助幼儿“改画”。
在学龄前美术教学活动中，美术教师往往以完成教学任务为目
的，而忽略了调动儿童和深化儿童的各种情绪情感体验。例如，
美术课堂中只传授美术的创作方法，而缺少与学生之间情感上的
沟通，导致儿童审美愉悦感的流失。从学前儿童美术教育的目的
来看，个别校外美术培训并没有利用其自身的优势来促进儿童美
术的发展。 

二、美术课堂的现状分析及建议 
校外教育相对于校内有其自身的优越性，但校外培训往往是

民办学校，大多以经济效益为主，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没有统一
系统的美术教材，除了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性外，可以规范美术
课堂的教学方法，并让家长参与到校外美术活动中。学校规范的

教学内容，专业的教师队伍，参与进美术课堂的家长，三方面齐
头并进，利用校外时间自由，课程形式自由这一优势，促进学龄
前儿童美术的发展。以下是笔者的一些建议： 

（一）丰富教学形式，走出教室，体验大自然。 
艺术来源于生活，对于学龄前儿童而言，他们对周围世界的

感受依赖于他们的生活经验，因此学龄前儿童的美术教育离不
幼儿的生活，身边的事是幼儿创作中必不可缺的内容。校外美术
培训上课时间充分，内容丰富，有其自身的优越性。教师可丰富
教学形式带孩子们走出教室，感受大自然。不同年龄段的学前儿
童对观察到的事物感受不同，孩子们可以畅所欲言，彼此交流。
对于每天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有的幼儿通过口头语言向我们讲
述，但对于复杂的事情，幼儿可能不会说，但却能画出来。教师
让幼儿选择观察到的事作为创作素材，形成极具创造力的美术作
品。由于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观察后的感受不同，因此 后也会呈
现截然不同各具特色的美术作品。 

（二）重视讲评环节，让孩子成为课堂的“主人” 
讲评交流往往是美术活动的 后一个环节，目的是让孩子大

胆地讲述自己的创作并欣赏同伴的作品，讲评方式实际上除了自
评、集体交流外，还可以运用诗歌自评、故事讲评等方式，这样
新颖的讲评方式会引起幼儿对美术活动的更多兴趣。因此，讲评
不是教师的特权，幼儿会用与成人完全不同的视角看世界，用不
同的想法解释世界。教师应尽可能的了解幼儿在看什么，在想什
么，才能和他们哟共同的语言，才能从幼儿感兴趣的角度进行引
导。 

（三）呼吁家长参与美术活动 
于学龄前而言，真正好的教育是让孩子保持一种热情和渴

望。有的孩子在绘画之前拿起笔不知道画什么，或者总是画同一
种东西。这就是家长的干预造成了的结果。这种干预实际上不是
阻碍了技能的学习，而是影响了孩子身心的发展。 

在美术课上，孩子画画时弄得乱七八糟，批评孩子，嫌弃孩
子弄脏衣服，画画过程中特别关注画的是什么?画的好不好看，
这就会阻碍孩子的绘画兴趣。没有达到家长预想效果的美术作品
正是孩子纯真的反应。因此，校外美术教师应多组织亲子活动，
让家长参与到孩子的美术创作中来。其次教师要鼓励家长学会倾
听，倾听孩子诉说他的创意，倾听孩子的作品，当孩子主动与你
交流时，要用眼神或直接用赞赏的话语，告诉幼儿你在认真听，
你喜欢听他讲话，当发现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的孩子产生诉说
的愿望时，要用体态动作、眼神等表示你很乐于倾听，给予及时
的鼓励。 

总结：总而言之，美术教育对于儿童的生命成长具有弥足珍
贵的意义，对于学龄前儿童的美术教育，校外美术培训具有一定
的优势。无论是校外负责人，还是美术教师，都应从关注儿童的
绘画思维 始，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利用校外
具备的优势，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