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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幼儿园实践中生长式 
美术活动设计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

周培雯

太仓市双凤镇幼教中心新湖幼儿园　江苏　苏州　215400

摘　要：《纲要》当中提出：“应当为幼儿构建探索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从而更好地地促进幼儿认知能力的发展。”贴近自然

的美术活动可以让幼儿一方面认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和现象，同时发掘其审美意识和艺术感受力，通过回到自然的美术

活动，充分地让孩子去接触与探索自然，同时发掘自然现象里面的美的元素，这对于培养孩子的美育、德育、认识能力都有

十分积极的作用。不过对于幼教工作者而言，在开展此类美术活动的时候，在内容设计方面应当科学把握目标对象与难易程

度，这样才能让美术活动更好地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思考能力，从而起到良好的美术教育效果。而怎样做好生长式幼儿美术

活动，本文结合了有关幼教理论与一定的教学实践对该问题实施了探讨，并结合实践效果提出了生长式美术活动的科学方案

与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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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美术活动是在幼儿园平时授课内容里不可缺少的一

项活动，生长式美术教育是一种对植物进行生长观察，并在

观察活动中进行自然认知教学、美术教学，将对自然的观察

与美术教学活动进行结合的教学模式。由于生长式美术教学

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因而教师在组织活动方面需要注意很

多细节，一些教师容易在活动设计方面认识不足，造成活动

的难度跟幼儿认知能力不相符，造成美术活动难以达到教育

目标。针对此类问题，本文结合一定的教学实践，对幼儿园

生长式美术活动在设计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以

下就从具体方面对该问题实施详细阐述：

一、幼儿园生长式美术活动设计方面存在的不足

生长式美术教学是一种结合幼儿园种植园及养殖园活动

开展的美术教育，简单来说，就种植园是让幼儿通过观察植

物，动手浇水，动笔绘画，来进行植物认知和美术教学。这

属于一种自然美术教学观念在幼儿教育中的体现，我国著名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提出“幼儿园活动要以大自然为活教

材”、“生活也就是教育，教应当是从生活中来，在生活里面

开展”的教育观点。不过在设计幼儿生长式美术活动中容易

遇到一些问题，集中表现在教师怎样掌握难易程度、吸引幼

儿的注意力，针对该问题，本文将美术活动设计方面需要注

意的事项概括如下：

（一）在同一个活动里操作的步骤缺乏科学性

在一个美术活动中，通过观察得出，活动步骤的科学性

会对活动的难易程度产生影响，步骤太简单或者过分复杂都

是不合适的。步骤过分繁琐就会超过幼儿的接收能力，使他

们不能在规定时间做完；步骤过分简单则会使得任务缺乏挑

战，削弱幼儿对于活动的积极性。通过观察得出，在生长式

美术教学的实践活动方面，老师如果把活动的步骤设计的不

够科学，会造成幼儿对美术活动的参与效果大大降低，如，

大班在丁香花生长式美术学习活动的开展上，目标为让幼儿

们认识种植园里面的植物丁香花，并且通过观察进行蜡笔绘

画创作。活动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教师向所有小朋友讲

解丁香花的特征和在种植园里面的大致位置，观察应该注意

的问题。第二步，教师带领小朋友来到种植园，让小朋友去

寻找观察丁香花，第三步，教师让小朋友回到教室，回忆并

且用蜡笔进行绘画，表现植物特征。第四步，教师回收所有

绘画作品，并进行讲评。因为操作的步骤第二步和第三步脱

节，造成很多孩子对植物特征记忆不深，认识不足，难以通

过绘画难以表现出丁香花的特征，造成任务完成情况不理想。

（二）单个任务过于困难

生长式美术活动里，某些环节难度太大或者任务超出幼

儿的能力都会造成任务实施的效果受到影响，使得孩子很难

完成任务，比如说上面丁香花认知与绘画的例子里面，第二

个步骤和第三个步骤之间存在时间上的延续问题，地点也不

在同一地点，孩子对于丁香花的记忆能力左右了其对绘画任

务的完成情况，一些孩子在第二步时候只注意辨别丁香花，

寻找丁香花，而没有对其特征进行重点记忆，结果造成在第

三步需要依靠回忆来还原植物特征的时候的造成了困难，这

是因为对于年龄较小的幼儿来说，其认知方面的注意力与记

忆能力的综合使用还无法达到成人的应用程度，通过完全用

回忆去绘画的方式对于很多幼儿来说具有较高难度。而这一

步完成得不好，就会造成整个活动效果不理想。

（三）美术活动材料选取上的失误

幼儿园的美术活动的特性使得美术活动里所使用的材料

显得尤为重要，材料选择不对就会直接影响美术活动的难易

程度，并且会削弱幼儿的热情。上述例子中，老师给幼儿们

提供的材料是植物园当中众多花卉里面特征不太容易分辨的

丁香花，这会使幼儿们在植物寻找观察方面遭遇一定的困难。

在众多的花卉植物中很难迅速发现并辨别出哪一种是丁香花，

而且植物观察过程中孩子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辨别上，而缺乏

对植物特征记忆的重视，造成第三步回到教室通过回忆绘制

丁香花容易遇到困难，如果活动选择的对象不是某一具体花

卉，而是植物园中比较普遍的小草，那么这种选材上造成的

难度就不会让孩子在绘画活动上遭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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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究问题原因

（一）教师对美术活动实践操作需要注意的问题缺少探究

与思考

生长式美术活动包括若干个可以分解的步骤，每一步都

对下一步构成直接的效果影响，而仅仅从教学理论上进行研

究设计，不一定在实践方面符合幼儿的认知能力与动手操作

习惯，活动设计含有对幼儿能力与行为模式方面的要求，如

果教师仅仅从理论上设计出活动，而没有经过实践性的观察

思考来发现活动内容的不合理之处，容易在实践操作方面遭

遇一些问题，这就要求教师要在活动的理论设计基础上，通

过组织一两次活动实践来进行效果的观察，通过实践效果来

发现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使得活动更具可操作性。

（二）美术活动的材料难以吸引幼儿的兴趣

在生长式美术活动里，一些教师容易较多的注重植物认

知的知识性，而不够重视幼儿对于植物认知的兴趣特点。事

实上，植物自身的特征跟幼儿对植物认知的兴趣决定了老师

对生长式美术教学在材料上的选取。幼儿所选植物的兴趣爱

好倾向也左右了他们在美术学习上的效果，丁香花是幼儿不

太容易注意到的花卉种类，很多幼儿不具备对丁香花花卉特

征的概念印象，而且对于认知此类花卉也缺乏兴趣，这会造

成美术教学的效果因选择了丁香花作为材料而受到影响。如

果教师选择的是幼儿们喜爱的向日葵或者多肉植物，幼儿的

兴趣会自然被调动起来，从而在植物认知与美术绘画方面取

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师无法做到对每个教学组织形式的都有充分的

认识

教师能够运用不一样的组织形式为幼儿进行不同的教学，

进而激发幼儿内在的各种潜能。不过由于很多老师对不同的

教学组织形式没有深入地了解，所以教师无法给幼儿更好的

学习方式，在集体教学与自由学习组织方式的配合方面缺乏

控制，也会让幼儿的美术学习与植物知识的认知能力无法充

分发挥出来；例如第二步教师在植物园中让幼儿自主学习进

行丁香花的寻找，但有些幼儿并未去实施，而只不过在植物

园中玩耍，教师对于这种情况实质上难以发现和控制，这必

然造成第三步绘画活动上推进困难，组织形式的认识控制能

力不足是造成丁香花生长式幼儿美术教学效果受到影响的重

要原因。

三、合理安排生长式美术活动的内容和要求

（一）任务步骤设置符合科学性要求

在丁香花生长式美术教学活动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幼

儿记不住丁香花的花卉特征，因而在利用回忆进行绘画方面

存在较大困难，但是如果从花卉难度上去解决这一问题，教

师选择容易记忆的植物或者孩子们喜爱的植物进行生长式美

术教育，此类植物种类有限，这会造成教育活动的知识性受

到很大影响，而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改动了教学方法的第

二步和第三步的具体措施，由原来的：第二步，教师带领小

朋友来到种植园，让小朋友去寻找观察丁香花，第三步，教

师让小朋友回到教室，回忆并且用蜡笔进行绘画，表现植物

特征。更改为将第二步跟第三步结合，让幼儿携带小型画板

与蜡笔去植物园进行那观察写生绘画。这样幼儿依靠记忆力

记不住植物特征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对了，而且通过一边观察

一边绘画还可以让幼儿更好地认知植物，学习植物方面的一

些知识，提高了其认知水平与植物知识丰富程度。

（二）任务布置方式

由于生长式美术教学并非单一的对幼儿绘画水平的训练

与培养，而是按照陶行知提出的自然教育观点，存在让孩子

认识自然，了解自然，通过实践活动进行审美意识的培养和

发掘等多方面的教育目的。因此在任务布置上如果片面强调

孩子绘画成果像不像真正的植物，就难以起到让幼儿认知自

然的良好效果。因此，本文改动了原有教学方法的第三步，

由原来的，教师让小朋友回到教室，回忆并且用蜡笔进行绘

画，表现植物特征。更改为：第三步，教师让小朋友回到教

室，选择部分植物特征表现出色的小朋友，让其一边展示自

己的绘画作品，一边说明植物的特征主要有哪些方面，用什

么颜色的蜡笔表现效果最好。这样就使得幼儿在认知植物方

面更加注意对植物知识的学习和分析，同时在美术表现上更

加注重颜色运用的差异性和美术效果。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

目的。

四、结语

生长式美术教育是一项综合性质的幼儿教育，其目的不

仅仅是培养幼儿的绘画能力，更多体现的是将自然教育和美

术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寓教于乐，通过实践观察与深入

到自然环境中来进行幼儿美术教学。让幼儿对各种自然植物

进行生长观察，并在观察活动中进行自然认知教学，美术教

学，让美术活动更好地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思考能力，让幼

儿一方面认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和现象，同时发掘其审

美意识和艺术感受力，通过回到自然的美术活动，充分地让

孩子去接触与探索自然，同时发掘自然现象里面的美的元素，

从而起到良好的美术教育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内容的

设计方面综合考虑以上的教育目的，而不要单纯地去追求趣

味性或者美术绘画的技法准确性地要求，而应当从综合教育

的基本理论出发，注重教育活动对幼儿能力的综合发展与培

养，只有立足幼儿的综合能力与认知水平的发展培养，生长

式美术教育的真正作用才能有效发挥出来，才能为幼儿认识

能力与审美能力的提升提供有益的推动力。

本文系太仓市“十三五”规划课题：《回归自然：在幼儿

园“圈圈农场”中实践生长式美术活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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