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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美术活动与环境创设的有机结合 
◆马  宁 

（日照港第二幼儿园  山东日照  276826） 

 
摘要：幼儿园美术环境是艺术教育的“隐形语言”，通过颜色、形式以及

对空间的营造等，对幼儿进行艺术熏染。“环境”在促进幼儿发展的各个

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被重视起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中也为幼儿教育与环境的结合指明了方向:“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应通过环境的创设与利用，有效促进幼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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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来看:幼儿期审美感知具有直觉性、
整体性、同一性等特点，而 3~6 岁幼儿对周围环境的变化更为敏
感，对环境具有广泛的接受性和依赖性。因此，如何利用环境来
激发其活动动机，从而促进发展，已经成为现代幼儿教育十分重
视的问题之一。[1] 

幼儿时期生活学习的主要环境之一就是幼儿园，将环境创设
与美术活动有机结合，对幼儿的审美培养是十分必要的教学手
段。但不可避免的，现阶段幼儿园环境创设往往重视教师制作而
忽略幼儿参与，进而幼儿操作过程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指导分散和
材料单一的问题，长此以往，幼儿便会渐渐失去对美术活动的兴
趣。所以，在幼儿园美术环境具体创设中应注意两个方面:既要
体现《纲要》精神和艺术教育特点，又要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和需要。[2] 

一、贴紧活动主题，深化环境创设的目的性和生动性。 
幼儿美术教育的目的是将审美培养过程呈现在幼儿的日常

环境中，使幼儿长期接受高品质的审美熏陶，为幼儿创造多样化
艺术表现的机会，使每个幼儿按照自己的学习轨迹，经过了解尝
试—逐步熟悉—运用自如的过程，从而积累更多的创造经验。[3]

在幼儿园教育以主题活动为主的课程模式下，环境的衬托作用就
变得重要起来。 

因此以墙面创设为主的环境创设自然就成为了教学工作的
重要环节之一，墙饰为主题而创设，主题依靠墙饰更深入。[4]例
如，在进行“我的动物朋友”主题教学时，我们首先推荐家长与
幼儿一同完成关于我喜欢的小动物的调查问卷，让幼儿用自己的
语言描述自己眼中的动物;接着又在班级墙面上制作了动物百科
墙，分别是“我养过的小动物”“小动物吃什么?”“小动物怎样
叫?”深入观察动物们的特征和习性，这个过程也是幼儿发现、
提出并解决疑问的过程;最后让幼儿通过绘画表现自己喜欢的小
动物。这样幼儿会将整个阶段得到的信息以具象化思维在绘画中
展现出来。于是有的幼儿创作出了“在拉粑粑的小猫”“在吃草
的小羊”“变成化石的恐龙”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幼儿绘画
作品。如果事先提供范画，作品可能出现统一化的偏向。 

在小班主题教学活动中，我们通过将墙面创设与时间节点相
结合，让幼儿在教室内同样感受到季节的变化。例如:一进入冬
季，我们就把动物百科墙内容替换为“冬眠的小动物们”，使幼
儿能够更顺利的从“我的动物朋友”主题过渡到“冬天乐”主题。
同时，我们将“快乐的冬天”作为主题墙的内容让幼儿自由创作，
由于幼儿对冬天的理解十分丰富，所以并不是单一的创作:有的
认为冬天最快乐的是温暖，画出了漂亮的手套，我们便把它们变
成了一颗结满果实的手套树;有的认为冬天最快乐的是下雪，画
出了雪花和雪人，我们便把它们变成树下的雪人好朋友和雪花挂
饰，使幼儿感受到的季节规律得到巩固，也让幼儿感受到环境的
色彩美。主题活动与墙面创设的有机结合让教学变得活泼生动起
来。深化后的主题也能够发掘幼儿的好奇心和学习需求，激发幼
儿的积极性。 

二、结合班级环境，发挥美术活动的寓教于乐作用。 
1、丰富化的活动区角 
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美工区角，为幼儿创造了多元化的选择

机会。各具特色、形态各异的美术工具和操作材料琳琅满目，使

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思维。这里不仅提供了彩纸、彩笔、
蜡笔、记号笔、画刷、颜料等工具，让幼儿进行创作;也提供了
皱纹纸、印泥、胶棒、乳胶剪刀、纸筒、瓶盖、花布、毛线、棉
签等材料，使幼儿根据所学内容和生活经验进行二次创作;同时
还提供了太空泥、折纸等材料，幼儿能够根据已有范例和以往经
验进一步探索创作。丰富的活动区角内，幼儿既可以独立创作，
也可以多人合作。在完成作品后进行分享和评价，幼儿的合作精
神和审美思维都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升华。 

2、生活化的操作材料 
关于环境创设，不仅局限于班级内部环境，还包括班级外部

坏境，这些同样常见的环境同样在活动中体现着教与学的功能
育。例如，在进行“蔬菜印画”的美术活动中，我们带领幼儿来
到园里的种植园内，亲自采摘适合做印章的蔬菜，为幼儿美术作
品提供素材。从生活化的环境中获取创作要素，更能激发孩子的
创作欲望。因为幼儿拿到的是蔬菜实物，通过对实物的观察、操
作，能够进一步掌握物体的形状特征，他们的思维会更加形象具
体，创作时的发挥也会事半功倍；同时还增加了美术活动的娱乐
性。 

3、多元化的作品展示 
身处遍布自我作品的环境中，幼儿能够感受到创作带来的自

信。因此，以多角度、多素材、多形式对幼儿作品进行展示，在
为幼儿提供广阔又丰富的展示平台的同时，也能够激发他们的学
习、创作兴趣。在开班时班级主题已经确定为海洋风，因此在进
行“我的动物朋友”的主题活动时，我们决定用海洋生物来装饰
教室。为改变以往幼儿作品墙面展示的单一性，我们准备了涂成
深浅不一蓝色且大小相同的正方形纸箱，在一部分幼儿进行纸上
作画的同时，让一部分幼儿用丙烯颜料在纸箱上进行创作，最后
将纸箱作为吊饰悬挂在屋顶。高低不同的蓝色纸箱像海浪一样，
幼儿创作的海洋生物及海草、泡泡等绘画生动活泼，仿佛穿梭在
蔚蓝色海洋中，栩栩如生。当幼儿们的作品变成形式不同的装饰
品，他们内心也会产生一种骄傲感，这对幼儿自信心的树立也能
够起到正面作用。遍布教室的幼儿作品能够使缩短幼儿与幼儿园
的距离，让他们感到熟悉，从而产生归属感，激发幼儿更有兴致
的创作。 

意大利瑞吉欧的教育理念提出:“教师要注重环境创设，要
让幼儿真正地感受到幼儿园环境是属于他们的。”《幼儿园工作规
程》也指出:要充分利用周围环境的有利条件，以积极运用感官
为原则，灵活运用集体活动与个别活动的形式，为幼儿提供充分
活动的机会。[5]3-6 岁幼儿正处在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感性的
思维模式，在寓教于乐的教学渗透中，促进了幼儿身心的健康发
展。以孩子熟悉的地方环境为资源、对幼儿实施从感觉——想像
——情感——理解——创造的生活美术教育，不仅是时代发展的
趋势，也是幼儿美术教育改革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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