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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美术教学生活化支持策略研究
代云云

贵州省兴义市百春幼儿园　贵州　兴义　562400

摘　要：幼儿美术教育可以陶冶情操，开启智力，促进其自身各种因素的协调发展。本文以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阐

述了如何培养幼儿感受美、理解美、表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实现幼儿个性全面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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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美”无处不在。它始终围绕在我们身边，只

要用心感受、欣赏并发现，不起眼的日常生活小物件都会成

为一道别样的风景线。幼儿美术教育要以陶行知生活教育理

论为指导，培养幼儿感受美、理解美、表现美、欣赏美、创

造美的能力，实现幼儿个性全面和谐的发展。

一、幼儿美术教学生活化的意义

美术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为幼儿的健康

成长奠定基础。美术教学实行生活化教学模式对幼儿今后的

发展不可或缺，把日常生活当中熟悉、有趣的场景带到美术

教学中，可以调动幼儿的想象思维能力，让幼儿能够欣赏和

体验生活美，生活化教学模式也能让幼儿善于表达自己，以

此获得自豪感，让幼儿身心得到发展。

二、幼儿美术教学生活化的策略

1. 教学情景生活化，激发幼儿兴趣

幼儿绘画的内容是根据其自身对于日常生活的了解来画

画的。幼儿绘画只画了解的事物，对于不喜欢和不感兴趣的

一般都不会画，对感兴趣的事物喜欢夸大其词。例如：在进

行绘画《吃西瓜》的课程时，教师让幼儿画出夏天吃西瓜的

情景，很多幼儿都喜欢重点画出自己的头像，身子和吃西瓜

的场景都画小。有的幼儿甚至把嘴巴画的很大，嘴巴都画在

其他地方了，教师询问为什么这样画？幼儿回答说：“老师，

夏天吃西瓜嘴巴本来就是要张得很大”。幼儿在画《爱跳舞的

姐姐》的时候，其中手臂和腿画得很长，夸大其词的画出了

超出身体本身的比例，教师询问为什么？幼儿说：“在跳舞时

就是手臂和腿在动，所以手臂和腿应该最长”。幼儿在画《我

自己》的时候，其中一位幼儿就把自己的头发画的很长很长，

因为她最喜欢自己的头发。

2. 教学内容生活化，引起幼儿的关注

教学内容和幼儿的生活相关联，因此，教师在进行美术

教学时根据教学内容，增加幼）L 能够理解的生活素材。例

如，幼儿的想象空间一般以形象为主，对此，教师在进行美

术教学时把书本内容和日常生活实物相融合，可以培养幼儿

的颧察水平，以此让幼儿学好美术知识。美术教师可以在教

室的角落放置一个置物架，物架上面可以放一些幼儿知道的

生活用品。用幼儿大班“我的房子”举例，首先，美术教师

先让幼儿观看房子是什么形状的，比如正方形、长方形、还

是三角形等，然后，教师让幼儿观看物架上的东西有什么是

可以拿来建筑房子的，之后根据观看的在画画，教师问幼儿

房子里面应该怎么布置，需要什么生活物品。美术教师指引

幼儿观看物架上的东西以及结合幼儿的思维空间来画画，以

此提高幼儿画画的兴趣爱好。

3. 美术材料生活化，鼓励幼儿创造

美术材料是幼儿在进行美术绘画时必不可少的。利用幼

儿熟悉的日常生活材料是幼儿绘画的源泉，更加容易激发幼

儿的绘画兴趣，调动幼儿的绘画能力。因为，幼儿熟悉的生

活材料能调动幼儿在绘画中运用自己的感官去进行想象和探

索，可以让幼儿进行创造性的绘画。幼儿在绘画中自由接伴、

自由选择、自主创作、自由发挥。让幼儿在轻松、欢愉的学

习课堂中自由发挥，发挥幼儿的创造能力。美术教师在教学

时可以大胆尝试，为幼儿提供熟悉的材料：花朵、小玩具、

水杯、树枝、毛线等等，让幼儿自己进行创作，幼儿根据材

料的不一样创造出不同的作品。小班的幼儿创造出毛线玩具、

小房间、盆栽等，大中班幼儿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超人、衣服、

小轿车等，把月饼盒制作成电脑。幼儿运用自己熟悉的材料，

从而调动幼儿的想象思维空间，制作出幼儿心中认为的美。

所以，生活化教学模式能够积极调动幼儿的创造能力。

4. 游戏活动生活化，体会美术乐趣

幼儿美术教学课堂中也需要融合幼 _ 儿时期的学习方法

和其自身发展的自然规律，着重强调美术教学的有趣性，把

美术内容带进幼儿的日常生活和游戏活动中。通过做游戏的

方式给幼儿创造生活化的情景，把美术知识和游戏活动相结

合，让幼儿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中学习美术，激发幼儿

的美术兴趣，感受到美术的趣味。美术教师在教学《最好的

拉拉队员》的时候，教师为了让幼儿能够生动形象的体会到

拉拉队员内心的热情和激动，在上课的时候可以让幼儿进行

扳手腕的游戏活动，让其中两名幼儿进行扳手腕比赛，其他

的幼儿在旁边观看、喊加油，教师可以拍下幼儿激动的画面，

然后让幼儿观看参加比赛的两个幼儿的脸部的变化，最后让

幼儿发表自己做拉拉队员的体会，让幼儿获得真实的情感，

在游戏活动中感受到美术知识学习的兴趣。

5. 多元评价生活化，促进幼儿发展

教师在评价前，常常会因为孩子们完成美术作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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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差不齐，导致无法较好的评价，或者是如蜻蜓点水般一带

而过，无法达到评价的目标。多元化的评价则是美术活动画

龙点睛的一笔。让评价富有情趣。活动中，常常听到老师们

单一的鼓励：XX 画的真不错！ XX 画今天有进步！这些苍白

的表扬给人一种笼统、敷衍的感觉。教师要让孩子知道他的

进步在哪里？哪里画得不错？这样才能起到促进幼儿发展的

效果，也是评价这一环节所体现出来的重要价值。富有情趣

的角色评价，不仅可以提高评价的效果，还可以让幼儿感受

到教师评价的生动性。如，在春天主题里，幼儿进行花卉的

美术活动，在评价环节里，可以加入小蜜蜂的角色，小蜜蜂

喜欢采花粉，教师可以说：小蜜蜂来采花粉啦，看一看小蜜

蜂会采哪一朵花呢？教师有意识的选择一朵造型比较别致或

者创作富有想象力的花朵，随后让幼儿说一说为什么小蜜蜂

会选择这朵花？这时候孩子们会进行评价，说出同伴创作的

优缺点，从而相互学习。对幼儿作品评价的激励作用。教师

在点评幼儿作品时，首先要让每一位孩子都要有自信，但是

又要突出幼儿作画时的不足之处，这就需要教师把握好评价

的“度”。如：平时沉默少话的 XX，喜欢画画，自信不够，

当他拿着一幅画给老师看的时候，我会这样说：你画的很棒，

我看到了画中有房子、有山有水、有你自己喜欢的小动物，

内容非常丰富。用这些建设性的赞许来评价幼儿的作品，让

幼儿感受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而获得老师的认可和表扬，

这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激励。

三、结语

总而言之，幼儿美术教师需要给幼儿提供贴近日常生活

的教学，从日常生活人手，教学中融人生活化教学模式，让

幼儿美术教学回归自然生活，把学习的主导位置让给幼儿，

让幼儿在轻松、愉悦的日常生活和游戏活动当中，更好的去

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对幼儿美术教师来说，应该科学

的把日常生活和美术教学相结合，让幼儿的审美能力水平和

生活经验得到提升，保证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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