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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学研究前沿

论绘本在学龄前儿童美术教育中的作用

潘多灵

（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４５）

摘　要：绘本的图画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被认为是儿童的艺术博物馆。许多学龄前儿童通过绘本第一次接触到经典艺术作

品，绘本可以在学龄前儿童美术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技法层面讲，绘本引导学龄前儿童掌握绘画的媒介、技法和原则；从

鉴赏层面讲，绘本给孩子提供了一个理解艺术作品的切入点。绘本消解了艺术的神秘色彩，帮助孩子将自己和美术经典作品

联系在一起，从而理解艺术的语言和结构；从美育层面讲，绘本以游戏的形式，帮助儿童感性和理性获得均衡发展，建立完美

和谐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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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与学龄前儿童关系密切。在语言能力发展

的同时，儿童尝试着通过线条和色彩向外界表达自

己。尽管儿童画的美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的美

不同，但“儿童画的美表达了他们的健康、生命力、强

健、柔软、内在以及生动。这一点与儿童的心理和身

体发展紧密相关，而这种发展是一个有生活能力的、

完整的人的前提”。［１］由于学龄前儿童与美术的天然

联系，美术教育在学龄前儿童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

地位。朱家雄认为，“对学龄前儿童而言，美术教育

除了顺应儿童发展以外，还应具有将儿童发展纳入

社会对美术教育赋予的价值的轨道，有效地促进儿

童的发展。……在对可见、可触的外观的把握中去

追求秩序，追求形式美，从而引起情感律动，得到美

的享受和情趣的陶冶。”［２］由此可见，儿童美术教育

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技法层面、鉴赏层面和美育层

面。绘本是一种文字与图画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它

以丰富的趣味性和高度艺术性，深深吸引着学龄前

儿童，许多学龄前儿童通过绘本第一次接触到经典

艺术作品。绘本自身的特质，使其符合儿童美术教

育不同层面的需求，是一种对学龄前儿童进行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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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良好媒介。

一、技法层面

罗恩菲德曾指出，“当儿童跟随既有的轮廓线去

画时，他已经丧失了以丰富的创造性处理物我关系

的能力”。［３］艺术注重自我表达，过早对学龄前儿童

灌输绘画的技法，或要求学龄前儿童严格按照范本

来进行绘画练习，虽然暂时可使孩子的画符合成人

的欣赏习惯而获得成人的认同，但从长远来看，这样

做限制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仅不利于孩子

绘画能力的持续提高，还可能阻碍孩子的心智发展。

因此，罗恩菲德激烈地反对成人干涉儿童的绘画，以

保证儿童直观而奔放的创造力不受伤害。罗恩菲德

的思想对当时以传授技能为主而忽视儿童个性特点

的美术教学起到了矫枉的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儿

童的自然发展，过分强调儿童的自由表现和自我创

造，从而可能导致美术教育空有过程而无结果”［２］。

部分儿童初时喜欢绘画，但年岁稍长，便放弃了这种

活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儿童渡过了绘画的涂鸦

期后，无法找到绘画的形式语言和结构，从而失去创

作的自信，进而失去绘画的兴趣。因此，在儿童接受

能力的基础之上，引导他们掌握一定的绘画技法，对

于增强儿童创造的自信心和创作的兴趣，促进儿童

绘画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１　《阿罗》内页

“图画书画面的功能不仅仅是呈现场景，它本身

是一种艺术的创造。优秀的童书插画家经受过严格

的绘画技巧训练，并对插图艺术有着自己独到的理

解，他们的作品在线条的使用、画面的构图、色彩的

调配等方面，都包含着艺术方面的严肃考量。［４］优秀

的绘本，对于儿童在绘画中使用线条、结构画面、调

配色彩起到积极的启发作用。如克罗格特·约翰逊

《阿罗》系列绘本，以精致的构思，奇妙的想象，引领

儿童走入绘画的世界。阿罗运用手中的笔，自由地

以线条描绘想象中的世界。阿罗的绘画，干净、简

洁、生动，富有想象力，显现出线条强大的表现能力。

图２　《好饿的毛毛虫》内页

艾瑞·卡尔的作品多用鲜丽的大色块，色彩单

纯，但是搭配得恰到好处，产生动人的视觉效果。他

的名作《好饿的毛毛虫》先后在几十个国家出版，赢

得各国孩子的喜爱，一方面固然是因其构思的精巧，

另一方面，也得之于他对色彩的大胆使用。

２０世纪以来，美术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发生变

化，其形式不仅仅只是绘画、雕塑，设计、装置、行为

艺术等新的形式也被视为美术家庭的成员。这种变

化相应的体现在绘本的创作中。绘本中画面的表现

媒质多种多样，除绘画外，还有拼贴、剪纸、摄影、版

画、浮雕等等。从绘画材料来说，又有水粉、水彩、水

墨、炳烯、油画、蜡笔、炭笔等等。

作为设计大师，李欧·李奥尼《小黄和小蓝》是

用手将色纸撕成碎片粘贴而成的，而《小黑鱼》则使

用了水彩拓画的技法。李欧·李奥尼先将水彩颜料

稀释，然后再涂出或是拓印出鱼、水母和海草等。由

于水彩颜料的稀释使用，画面显现出一种如在水中

的透明感。绘本中巨大的小红鱼鱼群，“是作者刻了

小红鱼形状的印章，一个一个盖出来的，……盖得有

轻有重，加上有些地方稀一些，有些地方密一些，一

个时而分开，时而聚拢的浩浩荡荡的小红鱼群就跃

然纸上了”。在众多的小鱼中，唯一的小黑鱼是李欧

·李奥尼手绘出来的，小黑鱼也由此显得更与众不

多，成为了小鱼的灵魂。［５］

和许多优秀的绘本作品一样，克罗格特·约翰

逊、艾瑞·卡尔、李欧·李奥尼等人的作品，以并不

复杂技巧获得了高度的艺术性，充满着想象力、创造

力和表现力。学习这些绘本的技法，并不是要求孩

子亦步亦趋地对画面进行临摹，而是让孩子在欣赏

中，受到启发，并在大人的引导下，来进行相应的创

作。比如在欣赏《好饿的毛毛虫》之后，父母和孩子

一起运用亮丽的色彩来涂抹简单的水果造型，或者

创作出属于自己的毛毛虫；欣赏《小黑鱼》后，父母和

孩子一起制作一个小鱼的图章，拓印出多姿多彩的

图样。结合作品的启发和成人的引导，绘本可以帮

助学龄前儿童掌握绘画的媒介、技法和原则。

二、鉴赏层面

学龄前儿童不可能具备成人一样的对于美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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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李欧·李奥尼《小黑鱼》内页

品的理性分析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其毫无

鉴赏能力，也并不意味着儿童美术教育在美术鉴赏

领域毫无可为之处。图画摆脱对文字的从属是现代

绘本诞生的标志。绘本区别于一般的儿童文学作

品，在于它的视觉特质。绘本作者对艺术手法的偏

好不同，所倾慕的艺术流派不同，所欲表达的意义和

情感不同，使得绘本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各种不同

风格。

同样是无字书，大卫·威斯纳的《疯狂星期二》

的画面具有强烈的动感，表现出奔放不羁的想象力

和幽默感；而桑达克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则以具有

深厚象征意味的海、山、阴暗的树林，营造出一种带

有神秘感的幻想氛围。同样是社会批判主题，安东

尼·布朗在以超现实画风对社会进行着尖锐批判中

带着几分幽默；而罗伯特·英诺森提以写实的笔触、

凝重的色彩去表现深刻的社会主题：沉重、忧伤，还

有几分悲愤、无奈。同样是漫画风格，宫西达也的画

面有着写意画般的传神，而谢尔·希尔弗斯坦的《爱

心树》却纯用线条白描，以淡淡的人生讽刺与生活哲

学取胜。

不同的绘本还体现了不同的民族特色。赤羽末

吉的《木匠和鬼六》多用红、绿二色，线条大胆，人物

形象夸张，洋溢着世俗的欢乐气氛，具有日本浮世绘

的味道；陈江洪的《虎王子》用斧劈皴画峻山，以墨渍

画碎石、以洇散画树木，以枯墨画老藤，体现出纯正

的中国水墨韵味；玛西亚·布朗的《影子》只用黑白

二色，在人物和动物的描绘上不注重形体的准确，而

力求抓住生动的神态，充满强烈的运动感，一派非洲

艺术的风格；保罗·布戈尔的《野马之歌》中类似印

第安人脸谱的大色块的运用，则表现出美洲艺术的

特点。可以说，绘本是儿童的家庭艺术博物馆。儿

童一般都是通过绘本第一次接近艺术的。许多学者

不仅仅是将绘本看作是书籍，更看成是一件艺术品。

另外，绘本作者在创作时，往往在自己的作品中

临摹、戏仿艺术史的经典作品。Ｓｉｐｅ认为，绘本摹

拟和戏仿艺术经典，给儿童提供了一个理解艺术经

典的契机。绘本消解了高雅艺术的神秘色彩，使高

雅艺术变得生活化，容易让儿童亲近，从而帮助得到

儿童艺术欣赏的乐趣，并得到对艺术的初步体验［６］。

基于Ｓｉｐｅ的理论，美国学者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Ｙｏｈｌｉｎ在她

的一项名为“绘本和艺术欣赏”（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Ｌｏｏｋｓ）的活动中，从实践上探索绘本在儿童

美术教育中的作用。在活动中，活动指导者和对象

一起欣赏、讨论绘本。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Ｙｏｈｌｉｎ挑选了四本

绘本和孩子一起欣赏。四本绘本分别是《威利的画》

《巴巴尔的艺术博物馆》《凯蒂的星期天下午》和

《点》，前三本绘本都涉及对乔治·修拉（Ｇｅｏｒｇｅｓ－

ＰｉｅｒｒｅＳｅｕｒａｔ）的名作《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Ｓｕｎ

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ｓｌａｎｄｏｆｌａＧｒａｎｄｅＪａｔｔｅ）
［７］

的戏仿。经过数次绘本欣赏课之后，活动指导者带

领孩子前往画廊欣赏乔治·修拉的原画，观察孩子

们通过绘本接触到摹拟、戏仿的作品之后，面对原画

时的反应。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Ｙｏｈｌｉｎ的研究表明，绘本为儿

童欣赏原作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和心理准备，在帮助

孩子提高对艺术的兴趣，思考艺术、讨论艺术方面发

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８］见图４－图７。

图４　乔治·修拉《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

图５　《凯蒂的星期天下午》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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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威利的画》内页

图７　《巴巴尔的艺术博物馆》内页

在画廊中，４岁的Ｒｕｔｈ，６岁的Ｉｒｉｓ对于游览已

感觉疲惫，急于回家。但是当他们意识到乔治·修

拉的画作与安东尼·布朗的绘本之间联系后，顿时

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两人开始热烈地讨论安东尼·

布朗的戏仿与原作之间的区别。还有孩子敏锐指出

“在《巴巴尔的艺术博物馆》中，一个点都没有”［８］。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Ｙｏｈｌｉｎ的实验证明了Ｓｉｐｅ的理论，

当孩子将自身的经验与艺术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

们的热情便被激发出来，他们对原作和戏仿之间差

别的评论、取舍，正是艺术批评的开端。也许此时，

孩子难以“正确地”欣赏艺术，孩子喜欢《凯蒂的星期

天下午》中对修拉画作的戏仿甚于修拉的原作，可能

只是因为喜欢凯蒂，与作品的艺术水平无关，但是对

绘本的欣赏构成了艺术欣赏的“前理解”。如加达默

尔所说：“理解首先意味着对某件事情的理解，其次

才意味着分辨并理解他人的见解。因此一切诠释学

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就是前理解，这种理解来自于

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

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从而规定了对完

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９］一切理解都是建立在前理

解的基础之上的，正是通过绘本，孩子将自身与艺术

联系起来，从而为“正确地”理解艺术奠定下基础。

三、美育层面

美育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培养人的审美情趣，造

就健全、完整的人格。有些人认为传授欣赏和创造

美的知识、技能，发展人的审美能力就是美育，实质

上这是在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崇拜的背景下所形成

的错误认识。近代以来，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出

现了飞跃式的发展，被科学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力量

所鼓舞，人类不禁以为知识和技术是万能的，一切问

题都可以诉诸自然科学加以解决。理性的膨胀和狂

妄“遮蔽了人的精神价值和生存的意义，造成了社会

与人、人的生命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发生严重的

对立，人的完整性和总体性消失，人成为‘单向度的

存在物’，人的精神世界被疏离了”。［１０］在这种情况

下，雕刻家变成了解剖学家、音乐家变成了音响学

家、美术家变成了几何学家。教育以“知”为最高准

则，以传授学生征服、改造自然为己任，将学生培养

成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理性工具。

实际上，与机械运作，服从于固定秩序的科学世

界不同，人文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的世界，知识和技术

的意义需要从人的存在的角度进行阐释，否则，便只

是无生命的事物，对知识和技术的狂热追求只可能

导致人的异化。“只有把审美作为一个与人生存与

发展，与个体的生命活动直接相关联的范畴来理解，

才可能真正揭示美育的应有之意，回归美育的本

质”。［１０］

正是不满于理性的僭越，康德为知识划下界限，

避免知识干涉人的精神世界，使得道德、美、自由成

为可能。和康德一样，席勒看到了在科学理性下人

的分裂。“国家和教会，法律和习俗被分离；享受与

工作、手段与目的、劳累与报酬相互割裂。人永远只

束缚在整体的个别的小碎片上，仅把自己培养成一

块小碎片；他耳边永远只响着他不停地驱赶着的小

轮发出的单调的噪声，永远也无法达到他本质上的

和谐，他未能将其天性中的人性表达出来，而仅仅成

为其活动和知识的印痕。”［１１］面对人的碎片化的生

存图式，席勒对审美寄予厚望，“人与美应该进行游

戏，人应该只与美进行游戏。一言以蔽之，人只有在

他是十足意义上的人时才进行游戏，只有在游戏时

他才完全是个人”［１１］。对于审美，席勒描述为“游

戏”，审美超越功利、超越利害关系的游戏性质起到

将物质、感官与精神、心灵进行融合的作用，使人摆

脱碎片式的悲剧命运，变成具有完整人性的人。

“艺术教育对我们的教育系统和社会的主要贡

献，在于强调个人和自我创造的潜能，尤其在于艺术

能和谐地统整成长过程中的一切，造就身心健全的

人”［３］。罗恩菲德之所以反对将美术教育当作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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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传授，正是在于他同样将美术的本质也看作是

一种游戏。在游戏中，儿童的潜能得以实现，感性与

理性获得均衡发展，从而建立起和谐完美的人格。

因此，在他看来，相对于儿童美术的内容和作品本

身，儿童美术活动的过程更重要。

在绘本欣赏中，首先，绘本技巧层面和审美层面

的教育功能正是以游戏的形式实现的。儿童欣赏绘

本，首先是从中得到游戏的快感。他们被绘本的画

面和故事吸引，然后被美吸引。在此过程中并无明

确的目的，也不涉及任何利害关系，纯粹是以游戏的

形式与艺术嬉戏，但是，虽然这个过程并没有明确的

目的，却有着天然的合目的性。儿童受绘本刺激，开

始用手中的笔进行创作，并开始谈论艺术作品，这意

味着儿童对世界的认识加深，“这种对环境的自觉，

是智慧成长的重要部分。”［３］同时，依据罗恩菲德所

说，在创作过程中，儿童知觉成长受到了创作过程的

刺激，感到双手与视觉协调的冲动，透过美感的作

品，把思想、情感、感官认知和谐统整起来。当儿童

感觉到言语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欢喜、忧伤、恐惧时，

他们会借助绘画来表达，从而使得艺术表现成为他

们生活整体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生命之外的东西。

另外，绘本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绘本中的图

画不是文字的装饰，它和文字一起，担负着叙事功

能，这也就意味着，绘本的图画总是和意义联系在一

起，传达着对世界的认识和体验。当孩子享受到一

个好故事时，他们会去追寻超越故事之外的东西。

面对一个具有多重层次的文本，他们会思考图画的

象征意义或者图与文交织而构成的深层意义。在阅

读安东尼·布朗的《隧道》后，５岁的Ｓ理解，兄妹两

人共同经历一系列的事情，他们的关系终于变得融

洽，因为代表妹妹的书和代表哥哥的足球，故事开始

的时候是分开的，但是在故事结束的时候，它们“相

互依靠在一起”。［１２］因此，绘本不仅是一个艺术的世

界，也是一个意义的世界，它扩大了儿童的体验范

围，为儿童涉入现实世界做出了准备。当儿童在现

实中遭遇同样事情时，他们知道如何去处理。

在学前美术教育中，一味强调强调美术的技法

和鉴赏的法则，会使得生动活泼的美术教育成为枯

燥无味的知识传递，其结果是损害儿童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导致儿童产生对艺术的厌倦。但另一方面，

一味强调美术的美育作用，而不引导儿童寻找艺术

的表现语言和形式，提高儿童的艺术欣赏能力，则可

能使美术教育只有过程而无结果。就当前国内教育

来说，第一种现象更为普遍。在“培优”“特长”等追

求下，孩子在艺术中不仅得不到快感，反而变成了艺

术的奴隶。因此，在强调美术的技法和鉴赏教育的

同时，国内的美术教育更应思索如何将技法和鉴赏

图８　《隧道》内页

教育同美育统一起来，培养孩子完整的人格结构。

也正因此，绘本凭借其自身的艺术特点，能够很好地

将美术教育的技法、鉴赏、美育三个层面统一在一

起，在学前美术教育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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