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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幼儿园美术教学有效性的探讨

◎付秀英
摘要：美术教育是学前教育阶段中的素质教育重要元素之一，幼儿如果在学前教育的阶段受到良好的美术教育，其自

身的艺术修养、性格品质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等，都能得到有效地提升，今后的成长和发展也能更为顺利。本文通过对幼

儿美术教育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相关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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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在艺术领域

的目标中指出：“幼儿能喜欢艺术活动，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感受

与体验。”幼儿美术活动的兴趣性、主动

性、创造性、表达表现非常重要。

一、重视兴趣的激发作用，发挥想象力

在开展某项学习活动之前往往会先产

生对其学习的兴趣，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学

习的效果往往不太明显甚至大打折扣，因

为人在对某项活动产生兴趣之后便会有无

限的动力和激情去继续学习并解决其中遇

到的困难，反之亦然。因此在学前阶段的

美术教育中要注意，如果幼儿能够在兴趣

的引导下进行美术的学习，自由而充分地

表达自己在美术方面的感知，美术教育的

效果大多会事半功倍或者意想不到。幼儿

美术教师应当积极发挥自己的引导作用，

通过对幼儿提出一些易于理解并具有启发

意义的美术问题来展开美术实践活动，让

幼儿在活动中思考并解决这个问题以此达

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同时还可以通过创造

各种合适的情境为幼儿提供自我发挥的空

间，增加幼儿对美和事物的联想和想象。

二、营造多变有趣的美术教育情境，烘托

幼儿的创造过程

传统的美术教育活动中一般是教师围

绕教学内容进行填鸭式的教学，让幼儿自

行进行创新和模仿。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

造成了教学情境是非常枯燥的。幼儿在这

种教学环境下思维受到各种限制，无法进

行想象力的释放。久而久之，幼儿对于美

术教育活动的兴趣也会下降，美术教育沦

为形式。因此，教师必须设计符合幼儿年

龄特点和状态的教学情景，在情景中激发

幼儿的创作活动。

以《机器人》为例说明。该课程属于

水彩笔画设计的创新训练。首先，教师可

以在教学的引导环节播放关于我国 2035

智能机器人的表演视频和制作过程纪录

片。让幼儿提前感知机器人的颜色，状态

和构造。教师可以为幼儿营造一个活动，

假设我们进入了 2035 年，机器人已经成

为我们的好朋友。让幼儿根据自己的想象

为自己的机器人好朋友创作一幅自画像。

其次，教师可以让幼儿根据自己的理解

进行课堂展示。表演一个机器人，他应

该有哪些动作和哪些特点，教师可以举

办一个机器人模拟大赛，看哪位幼儿模

仿得最好，颁发最佳模仿奖。最后，教

师要结合幼儿的创作活动开展一个我的

机器人好朋友介绍大赛，让每位幼儿都

结合自己创造的画，作为展示成果给其

他幼儿介绍自己的好朋友。

三、客观评价幼儿美术作品

在幼儿美术教育中，教师和家长的评

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教师要把幼儿

作品表现的内容、表达的思想感情、所运

用技能的水平以及创造力的水平作为评价

的重要因素，对幼儿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教师必须在考虑幼儿学习特点和年龄特征

的基础上，正面评价幼儿美术作品所体现

出来的创造性，及时回应幼儿的创作，让

幼儿有实现自我需要的积极感受和体验。

幼儿感受了创作所带来的喜悦，更容易接

受在教师的指导下用美术技能来完善自己

的美术作品，并使之日趋成熟。

四、发现身边的美术元素，进行生活教学

为了让美术活动更具有生活化，教师

不光要把生活元素带到课堂教学，还要将

课堂的美术元素带到生活中去。可以在完

成美术活动后留下课后作业，而作业的要

求就是留意生活中的美术元素，将这些生

活中的事物自己想象进行创作，最终将成

品展示给老师和同学。同时，教师也可以

让同学们自己介绍作品和创作灵感，让他

们形成自我认识、自我创作的意识，这样

还能在生活中不断寻找美术元素，提高学

生创作力。

总而言之，美术教育生活化模式是幼

儿美术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能够让幼儿

的审美提高并且体会到身边的生活也会有

美术元素，这样一来可以提高幼儿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但同时，教师不能忽略幼儿

是美术学习中的主体这一问题，应该配合

着他们的天性来进行教学，让生活融入到

美术，也让美术进入生活，从而提升美术

活动的质量，让幼儿美术活动可以朝着生

活化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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