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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绘画活动中发展幼儿的创造性思维
王　菲

（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中心幼儿园，江苏 苏州 215155）

摘要：创造能力是人类具备的综合性能力，是一种以个体萌发新思想为前提，以个体自由创造新事物为关键的品质。在思维领域，

创造性思维培养对个体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幼儿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为了培养其创造性思维，教师应引导幼儿学会创造性思维方法。

而艺术教育恰好为幼儿创造思维发展提供了阵地，通过发挥艺术绘画教学的作用，教师可唤醒幼儿绘画热情，发现其艺术天赋，培养幼

儿的创造能力。基于此，本文结合幼儿绘画教学实际，探索培养幼儿创造性思维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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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绘画教育是对幼儿进行心理、思维、情操和人格的教育，

是幼儿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塑造可视的、静止的，平面或立体的

形象，表现其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感受、信仰、生活理想和审美

追求的教育。在幼儿园美术活动中，绘画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这

是因为绘画活动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实践活动，需要孩子们全身心

地投入，从对外界事物的感知到情感的孕育，创造动机、意象的

生成等，整个活动孩子们人人可以动手，个个可以画画，作品完

成后每人都有成就感。的确，爰画画是幼儿的天性，幼儿与美术

几乎是一体的。有人称幼儿是天才的画家，一点也不夸张，对于

孩子来说，只要给他一张纸、一支笔，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感受、

情感和奇奇怪怪梦幻般的想象等在纸上任意画出，其想象力丰富，

大胆创意，是任何画家难以媲美的，所以说绘画是开发幼儿智力

的好形式，通过绘画，孩子运用点、线、面满足不同的愿望，表

现出自己头脑中对某些事物的情感，把想象变成现实，这样既可

以培养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动手操作能力、创造能力等，又

可以促进孩子思维更活跃，更富有创造性。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提出，艺术教育应侧

重培养幼儿发现美、表现美的情趣。教师需要有意识地为幼儿创

设自主表现的机会，使其能够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个人的理解、

想象和情感。同时，艺术教育活动，要充分尊重幼儿的个人意愿、

想法和创造，及时认可幼儿独特的表现方式和审美感受，鼓励其

分享创造带来的快乐。此外，在幼儿创作美术作品的过程中，能

够自由地表达个人情感、表现个人认识。教师应关注和接纳幼儿

富有创造性、个性的表达方式，不应按照标准要求引导幼儿，或

强调技能、技巧。由此，在绘画活动中，教师应根据幼儿自身发

展需求，放手让幼儿尽情地展现自我，大胆地表现个人思想情感。

 陈鹤琴先生曾提出，绘画是可以表达幼儿的美感，可以发展

幼儿的思想，可以增进幼儿的知识，可以练习幼儿动手能力和观

察能力，幼儿对绘画都是有极大的兴趣的。幼儿园教师更应利用

幼儿喜欢绘画这一特点，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幼儿，开展创造性

绘画活动。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绘画教学活动中却普遍存在着“重

技能轻创造”这样的现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幼儿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这种问题是需要我们每一位教育者所深刻思考的，如何更

有效地激发和培养幼儿“表现与创造力”，从而来发展幼儿的创

造性思维，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渗透于日常生活，丰富幼儿的经验

所谓艺术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任何绘画的创作都应该

是来自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幼儿的想象力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

它必须是运用各种感官，在现实生活中开发出来的，所以说现实

生活是幼儿想象力的源泉。所以在日常的活动中，教师应该积极

渗透，引导幼儿善于观察生活中的事物，运用自己的多种感官感

受大自然的美和社会的多变。再将自己所看到的感受到的，通过

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绘画是包含了一种积极的视觉形象思维的。

在每天早晨的区域活动中，有更多的幼儿愿意选择去“小小

画室”进行创作，在“小小画室”中幼儿可以任意自我创作，从

他们的图画中，我可以看出他们的所见所闻，天空中挂着一个大

大的太阳，飘着几朵白云，地上是绿绿的草地，有小花有小树苗，

还有两个大人带着一个小朋友在草地上放风筝。一看到这幅图我

就知道周末的时候，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带着他去公园里面放

风筝了。直观形象的画面不是幼儿凭空想象的，是他将自己经历

的事情画出来的。可是教师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小朋友放风筝的

范画，这完全是幼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所描绘出来的自己的生

活。所以在幼儿进行创造一幅作品的时候，首先他们更需要学会

欣赏与发现生活中和其他事物之中的美，有了一定美的认识才会

进行更高层次的创作。

二、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进行绘画，激发兴趣

绘画活动的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单单是幼儿拿了张纸，

用笔在上面涂涂画画。看到幼儿规规矩矩安、安静静坐在位子上

按着老师的范画进行绘画，或许老师看到了会欣慰，觉得幼儿懂事。

可是幼儿作画的动机应该是出于游戏的愿望，在多次美术教学中，

都可以观察到幼儿更注重的是绘画的过程，从绘画过程中得到喜

悦。

首先，教师可以运用多种多样的材料激发幼儿绘画的兴趣。

如中班的一节《小小印章》，教师可提供丰富的材料，不仅仅是

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刻章，还可以用棉签，将几只棉签捆绑在一起，

印在纸上就像是花瓣，可以用土豆，把土豆切成不一样的形状，

切成半圆形可以印出西瓜的形状，切成橄榄型就可以印出花瓣的

形状。甚至可以运用可乐瓶的瓶底来做印章。运用我们身边的材

料来制作印章画，幼儿一定是非常感兴趣的，只要我们愿意动脑

发现生活中的这些材料，那我们的美术活动一定不会太过单调。

其次，应该创设宽松、自由、平等的情境，游戏中，幼儿才

能得到自己天性的释放，才能更好地发展创造性思维。应该将游

戏和绘画活动进行有机的结合，围绕培养幼儿创造力这个目标进

行组织教学活动。如大班美术活动《小蝌蚪找妈妈》要求幼儿通

过故事情节，进行绘画，很多幼儿都会纠结该如何画起，如果老

师在幼儿进行绘画之前，要求进行一次情境表演，相对而言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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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表象就更加具体了，更容易得到记忆。从而幼儿也能够从情

境游戏之中得到快乐，更有乐趣进行创作。

三、鼓励幼儿自主创作，提高幼儿创新意识

在绘画活动中，幼儿应该是活动的主体，教师在其中应该是

扮演一个引导者、辅助者的角色。可是在现实的班级环境中存在

这样的问题，会有一些幼儿以不会画为借口，让老师帮助画画，

自己只要稍微涂个颜色就好。在这些幼儿中不乏有会画画而懒得

动脑动手的幼儿。他们懒于动脑，思维就像马达一样，长期不进

行工作就会生锈。对于这样的现象，教师应该以一个积极主动的

态度去面对他们，而不是直接帮他们画完了事。幼儿需要有一定

的鼓励，每个幼儿都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和赞赏，不管他们画得

好与不好，首先就是要肯定他们愿意自己动手动脑创作出一幅画

来。有一个小女孩一直都不喜欢画画，上美术课的时候一直都是

拖拖拖，等到美术课结束后，只有一张皱巴巴的纸和几条线，周

围的幼儿都嘲笑小女孩，她画得可真难看！她根本不会画画！这

些负面的话语更是让小女孩不想画画。直到有一次老师在全班幼

儿面前表扬了她涂色涂得非常好，似乎突然之间小女孩对画画产

生了兴趣，每次美术课，都会很积极地问老师：“老师，我这样

画可以吗？”在鼓励幼儿进行自我创作的时候，更应该让幼儿得

到应有的表扬，提升了他们的自信心，他们才更愿意将自己的想

法灌注在自己图画中。

创新意识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取向。具有创新意识的个体，往

往凭借对事物的探索兴趣和探究热情，站在不同角度分析问题，

而不是遵从成人惯用的思维模式。在绘画活动中，经常会有幼儿

拿着画跑上来问：这样画好吗？我这样对吗？在幼儿这样询问的

时候，教师应该给予幼儿更多创作的空间，首先应该先表扬他们

画得非常棒，接下来可以问：“你还会画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呢？”

鼓励幼儿大胆创作。要想培养幼儿的创新意识，必须将其融入到

各个活动环节，鼓励幼儿发现、鼓励其创新，激发其自由创新、

自主创造的兴趣。

四、提供动手机会，进行灵活、多样、新颖的发散训练培养

幼儿的创造性思维

对于绘画的效果来说，教师出示范画，让幼儿照样子画，幼

儿的作品可能会很整齐、很漂亮，但其目的不只是完成作品，而

是在活动中培养幼儿的创造性思维。我认为应在幼儿掌握一定的

绘画方法后，再经过教师的启发和诱导，使幼儿插上想象的翅膀，

用自己的能力在画面上展现出来。如：小班幼儿是以事物的简单

线条和基本形状为重点，进行绘画时首先出示一幅以绿草地为背

景，草地上开满了以圆形、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的花朵，请

幼儿想一想用圆形、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等基本形状还能画

出什么？有的画出了小动物的家；有的画出一辆大汽车；有的画

出一个生日蛋糕，应有尽有，内容丰富多彩。这样的画面都源于

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更进一步培养了幼儿的创造性思维。

五、尊重幼儿的标新立异，发展幼儿发散思维

美术教育家罗恩·菲尔德指出：“在艺术教育路，艺术只是

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目标。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使人

在创造的过程中变得更富有创造力。”所以我们教师在组织绘画

活动的时候，不应该一味地要求幼儿完成一幅绘画作品。

有一节美术活动《生日的愿望》，要求幼儿画出自己的生日

愿望。幼儿的想法是千奇百怪的，有的想要得到一辆赛车，有的

想自己烧一桌美味的菜肴，变身为厨师，而有的则希望得到一颗

小小的溜溜球，还有的想要成为舞蹈家，跳一段漂亮的舞蹈……

每个幼儿都有自己的想法，其中一个幼儿想要做舞蹈家，画了自

己在跳舞的样子，画得挺漂亮的，可是涂颜色的时候却把脸涂成

了蓝色，整幅画就显得脏兮兮不怎么好看了。本来我想要这么说

的，“XXX，你本来画得很好看的，干吗要把脸涂成蓝色的呢？”

可是一反思，这样说不就变相在说该幼儿颜色涂得不好，画也变

得不好看了吗？如果她将脸涂成了肉色才是符合我的审美标准的，

才是美的？可是小孩子的世界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想她肯定是

有自己想法的。所以我首先夸奖了她画的画非常漂亮，指出她这

幅画的最特别之处就是把自己的脸涂成了蓝色。而我得到的答案

却是：因为她有些生病了，所以要涂上蓝色的脸（绘画的那天小

女孩有点感冒）。我这才明白原来她是为了表现自己生病，才把

脸涂成了蓝色。年龄小的幼儿，其想象受感知形象的影响很大，

而年龄较大的幼儿在想象时开始有了有意想象的成分，在表现生

活中事物时能够采用多种形式，从多个角度看问题。对于色彩的

感受，幼儿的内心世界远比我们成人要丰富得多。他们笔下的色

彩可能与我们实际生活中的色彩很不一样。就像这个女孩一样，

她觉得生病脸色就会变成蓝色。

发散思维表现为思维视野广阔，思维呈现出多维发散状。如“一

题多解”“一事多写”“一物多用”等方式。发散思维是创造性

思维的最主要特点，是测定创造力的主要标志之一。在绘画活动中，

有很多契机能够帮助幼儿发展发散思维能力。如：教师画一个圆形，

可以问问幼儿觉得这个图形像什么？会有幼儿说它就是个圆形，

也有的会说它像个太阳，它像个纽扣，它像个杯口……幼儿可以

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想法，拓展他们的思维能力。这种发散思

维能力还能够帮助幼儿解决绘画过程中实际遇到的问题。一次美

术活动中要求幼儿画自画像，一个小男孩把自己的头顶画歪了，

马上就有小朋友来报告说，老师，他的头歪了。那个小男孩也不

知道怎么办了，望着我，似乎想要换一张纸重新画。我特意提醒他，

“哎呀，头顶画歪了，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遮一遮呢？”小男孩

很聪明，立马反应过来，立即画了个帽子在头上。这样就遮住了

画歪的头顶了。在幼儿画错、画坏的时候，不应该是让教师来补

救他的画，每个幼儿都会自己思考来解决问题。

每个幼儿对艺术作品都有自己的欣赏和判断能力，他们会根

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个人特点来选择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幼儿

的创造能力是无限的。杜威说过：“一切能考虑到从前没有被认

识的事物的思维，都是有创造性的。一个三岁的幼儿，从发现他

能利用积木做什么事情；或者一个六岁的幼儿，发现他能把五分

钱加起来成为什么结果，即使世界上人人知道的事情，他也是个

发现者。”因此教师应选取适宜幼儿年龄特点的教学内容，不墨

守成规，让幼儿无拘无束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充分运用自己的感

官去感受和体验生活，发挥他们的艺术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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