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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美術教育在幼稚園整體教

學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其

對幼兒認知、思維與創造性的發展，

以及動手操作與探究能力提升和良好

自我管理素養的形成均有顯著影響。

 

蘇聯著名兒童教育家蘇霍姆林斯

基說過，“不管圖畫的結構是多麼簡

單，它裏面總要反映出感知、思維、

審美評價的個人特徵的”，由此可

見，幼稚園美術教育對於幼兒全面個

性發展的重要性。現今圍繞《幼兒教

育基本學力要求》及相應《幼兒教育

課程指引》等展開的新一輪幼兒教育

改革也對幼稚園美術教育提出了新的

要求。

    

談談新課改背景下的
幼稚園美術教育

文│方彬

一、幼稚園美術教育追求
      甚麼

《幼兒教育課程指引》中藝術

領域教學方法及注意事項指出，幼兒

繪畫“不以表現真實為目的要求，不

必苛求畫準形象和透視關係，色彩表

現不必追求畫固有色和真實的色彩變

化”，從上述內容中可以看出，幼兒

繪畫更是一種積極的情感體驗過程。

畫畫的動作本身是重要的，而畫的

是甚麼，畫得像不像則是其次的。幼

稚園美術教育應該追求幼兒參與式的

體驗、積極個性及態度，以及審美價

值觀念的形成等，基於幼兒天性的發

展提升幼兒美術學習經驗。教師教是

為了以後不教，幼兒學是為了以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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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因此，瞭解並尊重幼兒自身發展

規律至關重要。如果盲目制定教學計

劃，最壞的可能就是破壞幼兒美術學

習興趣，直接導致幼兒對美術活動喪

失興趣。

二、幼稚園美術教學的
      設計與實施

《幼兒教育課程指引》中提到

要“培養幼兒初步感受美、表現美、

創造美的情趣和能力”，通過“體

驗、鑒賞、表達與創作”等途徑開展

教學活動。在新課改的引導下轉變幼

稚園為美術而美術的教學設計是當下

最為緊迫的任務。通常情況下教師最

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運用成人思維

去準備幼兒美術課程，以幼兒今後要

掌握的技能技巧為中心去設計與實施

教學活動，而忽略了幼兒美術教育的

過程價值大於結果價值，忽視幼兒真

正的體驗與感受。因此，新課改背景

下的幼稚園美術課程可以從以下兩個

方面進行轉變。

    

（一）教師在情境中教學

幼兒美術學習是將相應的線條

符號內化成為幼兒思想或個性特徵的

過程，而後運用多種多樣的美術材料

將其內在的思維、情緒、感知表達出

來形成作品，這既是幼兒個人自我實

現的需要，也是與他人溝通交流的主

要方式之一。在教學中設置豐富的情

境，能夠幫助幼兒更自然地進入學習

狀態，引導幼兒自主學習。在某個具

體情境下，所有的美術語言對幼兒而

言都充滿了意義，加上教師的正確引

導與鼓勵，幼兒會更有興趣、有信心

的完善與調整自己的學習行為，從而

達到更充分表達和自我實現的目的。

（二）幼兒在思考中學習

 

美術教學的實施需要教師富有藝

術性的留白，給予幼兒充分的自主思

考空間，對其進行啟發教育，促使其

產生頓悟。提供給幼兒思維策略的支

援，讓幼兒美術教學富於智慧性，幫

助幼兒有梯度發展思維及技能，從而

達到由內而外的掌握美術技巧及形成完

整豐富的人格特性的目的。如《有趣的

小貨車》這堂繪畫課上，教師要求小

朋友大膽將線條明瞭的小貨車改造成

其他相關聯的人事物，那麼小貨車車

頭可以怎麼改？車身可以怎麼改？車

尾可以怎麼改？車輪車燈又可以發生

甚麼變化？添加上甚麼樣的表情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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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自身的價值取向，在正確價值觀的

引導下，科學合理的開展一系列教學

活動，為每一位幼兒帶來一個五彩繽

紛、色彩斑斕的快樂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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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最後形成了一個怎樣有趣的故

事？這些都可以幫助幼兒養成良好思

維習慣，同時，深度挖掘幼兒的創造

性，使其在思考中積極、愉悅地學

習。

三、教師對幼兒美術作品
      的評價及標準

許多教師在課堂上常常不經意地

說出“畫得真像啊”、“顏色塗得真好

啊”、“畫得真乾淨”等一類言語評價

幼兒美術作品，導致幼兒在課堂上經

常“回饋”老師“我畫得好看嗎”，或

者乾脆“告狀”其他小朋友“老師，

他塗得好邋遢啊”、“他塗到線外面

去了”，出現這種現象時，幼兒教師

應該反思一下自己的評價語素是否合

理。幼兒在完成一幅作品的過程中，

需要教師對其作品作出針對性的個人

指導，換句話說，並不存在一個抽象

的幼兒群體，可以讓教師泛泛而論的

提出要求或標準。教師應善於發現每

個孩子的不同特點，並根據其個性特

徵進行具體指導。因此，在這裏呼籲

每一位教師能夠多花些時間分析幼兒

作品中的實質性內容，切實關注到每

一位幼兒在美術課堂上的表現，並結

合幼兒自身發展特點進行評價，日積

月累就會給幼兒的美術學習帶來很大

的進步。

    

隨着新課改的逐步深入，我們

希望幼稚園的美術教育能夠進一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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