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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创意绘画教学的常见问题与实施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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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意绘画是当前比较新颖和盛行的幼儿绘画形式'主要有手指画%画架画%创意涂鸦%喷墨画%粘贴画%三维立体创作

等等)创意绘画在开发幼儿动手动脑能力%审美情趣'提高创造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的幼儿创意绘画教学普遍

存在着偏向结果且忽视幼儿主体体验%模式固化%成人介入过多等问题)因而'需要教育工作者以及家长正视幼儿创意绘画

教学中存在的上述常见问题'正确认识幼儿创意绘画的价值'正确理解幼儿创意绘画的意义'鼓励幼儿在已有简单生活经验

的基础之上大胆创作和表达'减少成人的介入与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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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美术教育的培养目标以培养幼儿深层

次的审美心理结构为中心'以美术的要素为纲'遵循

幼儿美术活动设计的基本原则'有系统%有顺序地组

织和设计美术教育活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0中

明确指出'要把发展幼儿创造力作为学前儿童美术

教育的主要任务-

#

.

)且诸多研究均表明(幼儿的创

造力主要是通过绘画%音乐%舞蹈%手工制作和游戏

等活动表现出来'并在这些活动中不断发展)因此'

在幼儿园深入开展美术教育'必能促进儿童创造力

的发展-

!

.

)绘画从属于学前儿童美术教育且是其中

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创意绘画作为新型的绘画

教学中的重要一环'对培养幼儿的创造力更是有着

独特的作用)创意绘画恰好运用了幼儿与成人视角

不同的特点'允许幼儿在绘画方面自由发挥'无形之

中使其创造力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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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刘可心(幼儿创意绘画教学的常见问题与实施要领

一"幼儿创意绘画及其形式

#一$创意绘画的含义

幼儿通过艺术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并以此

为媒介表达自身的情感以及对世界上所存在的事物

的认识-

%

.

)通常'人们认为艺术是静态的'用以描述

那些用颜料%画纸%黏土以及各种拼贴材料创作出来

的作品)即便是幼儿教师'大多数人也只是认为艺

术是幼儿自发地%随机地%漫无目的地独立探索颜色

和材质的活动)随着人们思想的转变与视野的开

阔'$艺术&被人们理解为幼儿与一系列材料进行互

动的动态过程)孩子自然是不懂何为$艺术&'但孩

子每一次用心的创作都可称为艺术)首先教师要给

予幼儿一定的情境代入或是灵感启发'进而给幼儿

一支画笔'亦或给他们一些零散的材料'无所谓他们

有没有一定的生活经历'孩子们都会以多种不同的

艺术表现形式为你涂抹出或拼凑出不同的图案和样

式)他们亦或用笔'亦或用手'亦或利用一些不可思

议的其他材料'这其中都尽显着孩子们在美术方面

的创意)尽管他们在创作之前不能事先表明他们的

意图'也无法说明他们的构想'但在完成一件艺术作

品后他们便能与你侃侃而谈)这种作品完成过程成

就了我们理解$艺术&的新模式***创意绘画)

创意绘画主要针对的是幼儿对事物探索的好奇

心'它以幼儿的自发兴趣带动幼儿的主动参与'以此

培养幼儿的艺术素养与审美情趣)无论作为教育工

作者还是幼儿家长'都应鼓励幼儿遵循自己的想法

进行艺术创作'让幼儿在这样的过程中体验到艺术

创造为他们带来的满足与充实'而不是一味地要求

幼儿机械地临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事物)同时创意

绘画做到了现实生活与美术教育的完美结合'崇尚

幼儿的自由创造'无论是制作材料的选择还是教学

内容的设计'都将重点放在了活动的自主创造性与

趣味性方面)在活动的开展方面'创意绘画真正做

到了以幼儿为中心'以经验为基础'以生活为源泉'

整合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引导幼儿多角度%多感官地

去观察%发现%讨论%思考-

A

.

'逐步形成或平面%或立

体的美术形象'力求让幼儿在轻松%自由的创作氛围

中充分展现自己独特的个性'发挥自己的特长'展现

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一面)

#二$创意绘画的主要形式

#=

手指画

手指画创作关注颜色%材质和运动方式)创作

时'幼儿在画纸上自如地挥舞手指%手掌%手背%手臂

和胳膊肘'尽情涂抹各种颜料)在这种自由的创作

过程中'幼儿可以表达和记录自身的情感'或快乐'

或悲伤'亦或孤独)手指画亦可称为一场记录疯狂

的身体动作游戏)

!=

画架画

画架画强调幼儿对运动方式的探索'包括幼儿

手拿画刷时的手臂运动以及颜料在画纸上的流动)

作画时'幼儿在画架上一笔一画大胆涂画'眼神在画

纸上来回流转'重心在左右腿间不断变换'他们从不

同角度审视画作'或远观或近看)可以说'画架上作

画好似跳舞'是幼儿与颜料的肢体交流)

%=

幼儿涂鸦

即在墙面上用颜料进行随意绘画)涂鸦是思

维%心灵%视觉%触觉%肢体动作相协调的一种产品'

更是一种视觉语言'反映幼儿当时的身心状态)同

时涂鸦教育作为一种互动式教育'不仅有利于幼儿

的自身发展'也可以很好地解决儿童与家庭%学校

"老师%同学#%社会%自身成长的五大关系)

A=

喷墨画

喷墨画并不是简简单单地用笔的笔头来作画'

而是使笔成为一种喷洒颜料的辅助工具)通常只需

在水粉刷上蘸好用水稀释过的颜料'用铅笔呈交叉

状敲击水粉刷即可'亦或是用手指去掰水粉刷的头'

这样颜料就会星星点点地落下'最终呈现出虚无缥

缈的景象)

E=

粘贴画

粘贴画"运用五谷杂粮或其他异物'如布%毛线%

蛋壳等填充整个画面#是平面制作的一个类型'是丰

富幼儿审美体验'开发幼儿艺术潜质的一种美术活

动)选择生活中各种物质材料'通过组合%拼贴%构

成的方式进行构思设计'创作成平面制作作品)粘

贴画的表现形式独特'它与绘画不同'不用笔'不用

画'凭借直觉或撕'或剪'随心所欲做出形象'夸张变

形'生动有趣)

@=

三维立体创作

三维立体创作"粘土%废旧材料和零部件#能够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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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幼儿的肌肉运动'并让他们通过手部的灵敏感

觉感知材质%密度和柔韧性)在视觉感官上'这些材

料唤起幼儿对形状%线条和轮廓的关注'为幼儿提供

了自主创造的新形式'从$二维&拓展为$三维&)三

维立体创作也可丰富扩展幼儿的词汇'促使他们掌

握新工具%新技术和新材料名称)

二"幼儿创意绘画教学的应用实例

#一$%乱挠痒痒的章鱼&

$乱挠痒痒的章鱼&是一次小班手工活动'也是

三维立体创作的代表活动)在$乱挠痒痒的章鱼&活

动中'幼儿只需要在绘本故事的帮助下了解章鱼的

造型以及它的特点'进而能够利用超轻粘土拼凑出

大致形态的章鱼即可)

在幼儿不具备基本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教师

要给予幼儿一定的提示与辅助'帮助幼儿在大脑中

形成一定的有关章鱼的图像模型'进而就可以放开

手让幼儿进行自由创作)在幼儿创作过程中'他们

可以随意取放材料%使用工具'也可以将自己的章鱼

做得特别与众不同'就算与大家固定思维模式中的

章鱼一点都不相像也丝毫没有关系'教师只需要在

幼儿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给予常规性地巡视'并

提供适当的帮助即可)教师切忌不应将想法局限于

章鱼固定的造型之中'而应重视幼儿智力的开发'强

化幼儿的认知能力'尤其应注重对幼儿创造性思维

的培养-

#

.

'允许幼儿创作的章鱼形式各异便是在此

次活动中培养幼儿创造力的最好方式)

#二$%有趣的指纹画&

$有趣的指纹画&是一次大班拓印活动'也是手

指画的代表活动)该活动需要幼儿迁移已有的创作

印章画的经验'尝试利用指纹进行组合拓印画)同

时要求幼儿利用废弃物品进行指纹拓印添画'拓展

幼儿的想象力进行创意画)

在进行创作探索时'教师应尽量做到(尊重幼儿

的肢体语言'引导幼儿运用自己的身体感官探索材

料'不断增强其与材料之间的相互关系'逐渐了解这

些绘画材料)教师要鼓励幼儿勤于观察'勤于动手

操作'以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协助幼儿将自己所看到

的一切用创意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来)教师和幼儿一

起尽情沉醉于身体感官的动作探索'愉悦感官)教

师要能够为幼儿创造运用各种身体感官探索材质和

运动方式的机会'为下一步探索奠定基础)在这种

创意绘画形式中'感官游戏和艺术创作两条线索交

织融合成一条主线'引导幼儿充分体会创意绘画的

独特形式'推动其创造力不断向前发展)

三"幼儿创意绘画教学的常见问题

幼儿和成人在面对不同的事物时'二者的感受

和理解差距是较大的'二者表达自己认识和情感的

方式截然不同)幼儿对事物的独特认知和具有描述

性的语言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因而成人

应对幼儿的艺术创作与情感表达给予充分的理解和

尊重'不能用自己的艺术评判标准去评价幼儿'更不

能为追求结果的$完美&而对幼儿进行千篇一律的训

练'以免扼杀其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萌芽-

E

.

)上述种

种皆是当今培养幼儿创造力方面的前沿理论'但事

实上现实却往往与理想相悖而行'即便通晓这些先

进的幼儿创造理论但却依然不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实

行'那就无异于改革创新之前的$照葫芦画瓢&的固

定绘画模式)

#一$偏向结果+忽视儿童主体体验

无论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陷入了两个误

区(其一'把美术教育等同于知识技能教育'认为以

$照葫芦画瓢&的教学模式教会孩子画出一张美丽的

图画'做出一件工整的手工作品便完成了教育任务'

把重点放在培养孩子的正确描绘和表现能力上'把

知识技能的培养作为主要任务)并且只注重结果而

不注重过程'更不注重幼儿自身的想法)其二'把美

术作为实施德育%智育的辅助手段'作为完成某一项

学习任务的工具)殊不知美术教育自身是一个独立

于其他学科的整体'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教育内

容-

@

.

)它不但能够对幼儿的素质教育起到促进作

用'也能够让幼儿获得感官上的巨大冲击'使他们学

会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进

而不断深化和扩展他们的学习)

我们经常会在幼儿园看到教师以一本图画教材

作为教学媒介'照搬书上的内容去开展活动'并不给

予幼儿一定的情境代入和灵感启发'只是要求教师

怎样画学生就怎样画'以模仿的像与不像作为画的

好坏的区分标准)笔者曾经以见习生的身份入园体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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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刘可心(幼儿创意绘画教学的常见问题与实施要领

会幼儿教师的工作'第一天进行分班选择时我便主

动选择了小班'因为小班的幼儿年龄区间分布在
%\

A

周岁之间'同时我也觉得小班是接受创意绘画启

蒙教育的最好时期'并且能够最早看出成效)但切

身参与过小班幼儿的绘画课后我着实非常失望'这

不仅仅是因为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的较大差距'

同时也是在为接下来成长起来的每一代孩子而

担忧)

#二$教学模式固定+形式僵化

灌输法仍然被大量使用'这也促成了一种非常

固定的模式化教学'即家长与老师教什么'孩子就画

什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家长和教师起到了极大的

限制与规范作用)幼儿一旦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涂

鸦'随即就会被制止'由此导致孩子不会再轻易表露

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也由于孩子的随意涂鸦大多反

映的是他们内心的稚嫩想法'而且他们也没有过多

的现实生活经历'所以表现出的图像均较为抽象%混

乱'少数的教师与家长见此会表现出斥责的态度'认

为他们是乱涂乱画'由此幼儿的创意绘画萌芽就这

样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在一些幼儿园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创意绘

画从未体现在他们的课程教学中'绘画课多半是有

名无实)在笔者曾经亲身参与过的一堂绘画课中'

绘画教材上的内容是教幼儿认识圆并用自己喜欢的

颜色为圆填充颜色'但教学活动在真实进行的过程

中'教师仅仅进行了一次提问(小朋友们'黑板上画

的是什么图形呀5 多半的幼儿回答教师(是圆形)

教师紧接着说(可是圆里面空空的'让我们为它涂上

漂亮的颜色吧3 接下来教师随机发放蜡笔'丝毫不

给孩子自主选择的机会'而幼儿也不敢去向教师要

他们喜欢的颜色)幼儿在涂颜色时更是受到教师的

催促'更有甚者会受到教师的责骂'最终填充完成圆

内部的颜色也就意味着这节所谓的绘画课的结束)

#三$成人介入过多+干扰幼儿发挥

如今的儿童画更多强调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

和再现)无论是在网络上浏览儿童绘画作品'还是

亲临幼儿园观看展板上的儿童画'不难发现这些作

品都太过于贴近现实生活'与其说这是家长与教师

指导的杰作'倒不如说是他们限制与逼迫的结果)

在幼儿还未形成更真切的生活经验之前'他们的想

法理应是更加的天马行空'就算他们觉得星星长在

大地上也不为过'而这一切在有些家长和教师的眼

里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也极其不符合常理'于是他们

便用孩子的手'画出成人期望的画'不断地临摹'造

成儿童思想僵化)

-

@

.社会上的种种图书'网络上的种

种资源都为幼儿提供了现实绘画的范例'这些儿童

画在成人的加工下'故作$天真&'也就失去了原本的

创意)

总而言之'教师现在如此开展绘画课一方面是

为了追赶园里所制定的教学进度'另一方面则是为

了应付家长'以满足家长急于求成'想看到完美结果

的心理)仔细想来'如此这般的绘画课完全不重视

对幼儿的启发与引导'这样的教学方式也完全与创

意绘画的理论和教学原则相悖'对幼儿丝毫没有益

处可言'开展这样的绘画课又有何用呢5 如此看来'

如今学前儿童美术教育存在着诸多弊端'亟待修正)

四"幼儿创意绘画教学的实施要领

幼儿创意绘画教学在开展与实施的过程中存在

着诸多问题'因此就需要幼儿教育工作者与家长正

视这些常见问题'正确认识幼儿创意绘画的价值'正

确理解幼儿创意绘画的意义'准确把握幼儿创意绘

画教学的实施要领)

#一$关注过程+注重幼儿的主体体验

幼儿创意绘画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绘画活

动'它的价值会更为突出地显现在幼儿身上)通过

创意绘画'最终使幼儿的各项能力得到发展'这就是

幼儿创意绘画的最终价值所在)因此在幼儿创意绘

画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应当更加注重幼儿创作

的过程)在幼儿创作之前'教师可以简单询问幼儿

对自己即将创作的作品的构想'如果幼儿需要教师

的辅助'那么教师可以进行适当的指点)而在正式

进行创作时'教师则不应人为地规定幼儿绘画的主

题'更不应限制幼儿的想象与创作'教师应该对幼儿

创意绘画持认同态度'除了认同其纯真的品质之外'

更重要的是持一种对幼儿创作的$鼓励&态度)幼儿

在自由创作的同时一方面能够得到情绪的宣泄'另

一方面也能得到精神与情感的满足)总而言之'融

合了幼儿主体体验的创作过程的完整与充实才能体

现出幼儿创意绘画的最终价值)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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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用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丰富幼儿的想象

空间

在开展幼儿绘画课程之前需要教师了解幼儿的

心理与思维模式'进而进行形式多样的课程设计)

以上文提及到的$乱挠痒痒的章鱼&活动和$有趣的

指纹画&活动为例'$乱挠痒痒的章鱼&活动采用了绘

本故事引入的活动导入方式'引导幼儿在倾听故事

的同时自主了解章鱼的造型以及它的特点'帮助幼

儿在大脑中建立章鱼的大致轮廓'以上述的多种准

备作为创作基础'进而幼儿便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

想象力去创作他们头脑中的章鱼)而$有趣的指纹

画&活动则运用了以幼儿生活环境为基础的图片作

为导入方式'引导启发幼儿运用自己的指纹进行组

合拓印画'并进行后续的拓印指纹添画)在这个活

动中教师仅仅帮助幼儿回忆自己曾经所处的环境布

局'但并不会帮助幼儿描绘出细致的具体场景'其余

的创作填充工作均交给幼儿来完成)这样的活动开

展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让幼儿依照自己的想法进行

组合创造'可以极大地丰富幼儿的想象空间)除了

上述的两种教学形式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活动中融

入童话故事%韵律儿歌%思维游戏%音乐伴奏等多种

教学形式'以此为幼儿提供更多的创作灵感启发)

在绘画创作过程中给予幼儿自己做主%自由创作的

机会'可以更好地激发幼儿的自主创作细胞'最终促

使幼儿创作出更具创意的绘画作品)

#三$减少成人的干预+尊重幼儿的自然表达

成人与幼儿不同'不仅仅体现在外表形象上'更

体现在心智成熟方面)幼儿没有过多的生活经历'

同样也没有经历过世俗的熏染'所以他们的内心最

为纯净'他们的创作也最能体现心灵的方向)而成

人总是急于求成'想看到最终的成型结果'所以成人

总是以自己所谓成熟的眼光来评判幼儿的作品'以

画的事物与现实事物的像与不像来评判幼儿画的好

与不好'但这样恰好误解了幼儿绘画的本质'所以我

们最应减少的就是成人以所谓成熟的眼光对幼儿绘

画作品做出的评价)孩子在初次踏入绘画创作的世

界时'无论是画了一条直线'还是仅仅画了一个点'

家长和教师都应持认可和鼓励的态度'鼓励幼儿跟

随自己的心去进行绘画表达'并在其中大胆加入自

己的想象)如果刚开始就对幼儿一味地批判与指

责'只会扼杀幼儿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无论幼儿画

了什么'请相信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理由'他们的作品

表现的是从内心中流露出的真实情感)只要给孩子

一个机会'他们会还你一个奇迹)

五"结语

$创意绘画&从字面上来看是由$创意&和$绘画&

两部分组成'$绘画&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绘画

模式'这种模式弊端重重)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创意

绘画应运而生)创意绘画将幼儿绘画创意性五大领

域的内容进行了有机整合'为想象力赋予了流畅性%

灵活性%敏感性%独创性等多重性质的全新内涵'同

时也能够与教师实施的课程主题相联系'对于绘画

的整个过程进行了全面的优化与升级)改革创新后

的$创意绘画&也依旧存在诸多弊端'尽管拥有先进

的幼儿创造理论作为理论支持'但在实施过程中难

免出现操作不当%不达标等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家

长与幼儿三方面的协调合作'充分理解创意绘画的

实施意义'并贯彻实行创意绘画教学的标准操作步

骤'以此助力于幼儿创意绘画'助力于幼儿想象力与

创造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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