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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绘画培养中班幼儿创造性想象能力的教育策略
福建省三明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刘小梅

摘   要：有了想象力才会有创造力，无论是创造性想象还是再造性想象，对发展幼儿的创造性思维都非常重要。
中班阶段是幼儿创造性思维开始萌芽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幼儿敢于大胆想象，不受客观事物限制，进行天马行空地
创造，这就需要教师从幼儿的兴趣出发，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主题，以及具有启发性的范画，给幼儿自由发挥的空间，
并通过实施具有启发性和引导性的评价，及时给予幼儿必要的鼓励和启发，让幼儿对绘画充满自信，大胆创想，在
绘画活动有效培养创造性想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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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中班阶段是幼儿创造性思维萌芽的关

键时期，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极富创造潜力的时

期，需要教师应用高效的教育策略促进他们想象力

发展。目前，幼儿绘画教学活动中普遍存在为了画

而画的问题，即教师为了能让幼儿画出自己心目中

所谓的“有创意的作品”，而在指导幼儿绘画的过

程中加入很多教师的想法。《3-6 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中明确指出，幼儿艺术领域学习的关键在

于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

中萌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创

造力，引导幼儿学会用心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己

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 [1]。作为幼儿学习的指导者

和引导者，教师应该充分关注幼儿的兴趣，关注幼

儿的创作思路，尽量为幼儿创造充足的条件和机会，

尊重并启发幼儿大胆地想象。

一、根据幼儿的生活经验，选择幼儿感兴趣的

绘画主题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以激发幼儿学习和

创造的欲望。传统单纯传授知识技能的绘画教育存

在一些弊端：教材内容偏离幼儿生活实际，教材的

内容限制了幼儿想象力的发展，等等。而来自现实

生活本身并且经过创作者亲身体验过的知觉材料

远比间接的知觉刺激重要得多 [2]。教师从幼儿的视

角出发，为幼儿选择适宜的绘画活动内容，更能激

发幼儿主动参与、主动探索、主动创造的热情，从

而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发展。基于幼儿的生活经验，

“玩具大变身”“未来的交通工具”“喜洋洋和它

的朋友们”等都是中班幼儿感兴趣的绘画主题，可

以充分发挥幼儿的想象力。

例如，教学活动“玩具大变身”，需要收集幼

儿生活中各种形状的玩具及色彩鲜艳的颜料，让幼

儿先用玩具沾上各种颜料印在纸上，然后再根据自

己的意愿将不同形状的玩具印迹拼在一起，组合成

各种有趣的图形。在这个环节中，幼儿的兴趣非常

浓厚，他们只要选择自己喜欢的玩具进行活动，构

成的画面就会很漂亮。在活动中幼儿可以体会到成

功的乐趣，即使是动手能力相对较弱的幼儿也能大

胆参与。在完成印画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启发幼儿

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想象进行添画，如有的幼儿添画

各种小动物，画成动物王国。可见，如果教师尊重

幼儿的学习特点，帮助他们降低绘画过程中的技能

性、写真性等方面的难度，他们就会非常乐意且主

动积极地参与活动。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可以让幼

儿以“几何图形”为符号线索，通过表象加工和启

发想象，绘画出新的事物。其实只要是幼儿感兴趣

的且难度适中的绘画主题，都能够充分激发幼儿的

创造性想象，幼儿也能从中得到快乐的体验。这需

要教师留心幼儿感兴趣的事物，选择合适的绘画活

动主题，使幼儿可以基于熟悉的内容，根据自己的

已有经验和能力，进行大胆的想象和创作。

二、提供具有启发性的范画，给幼儿留自由发

挥的空间

当前，幼儿园绘画教学中，依然存在部分教师

为了达到某种结果而使用范例教学，忽略幼儿对事

物的感知和想象，导致幼儿只会“依葫芦画瓢”的

现象。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人们对示范画产

生了很大的争议，其实，是否提供范画，应该要根

据绘画内容的难易程度和幼儿的学习经验而定，并

且不能把范画仅用于供幼儿模仿学习，应该定位在

启发幼儿的学习和想象上，要留给幼儿自由发挥的

空间。在此过程中，需要教师在绘画活动中体现幼

儿学习的主体性，尊重幼儿的表达意愿，让幼儿学

会主动思考和大胆想象，并要起到引导和启发的

作用，使每名幼儿的作品都能反映他们对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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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认识 [3]。教师在引导幼儿绘画的过程中，应避

免运用“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画什么都可以”“画

得要和别人不一样”等空洞的字眼鼓励和应付幼儿，

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过度追求幼儿的自由想象和自

由创造，否则会变成放任，容易偏离教学的主题，

形成“自由画”。对此，提供范画应该要做到两点。

第一，难点示范。在教学新内容时，教师要把

难点提出来，为幼儿进行一定的示范，以突破难点，

达到教学目标，同时使幼儿在轻松学习的基础上进

行大胆想象。例如，在“美丽的服装”活动中，教

师要明确教学难点为让幼儿了解不同造型的衣服，

并能够自己创新或设计衣服。对此，教师可以先让

幼儿欣赏各种各样的服装图片，再示范如何画衣服

领口和袖子，并告诉幼儿衣服的造型是千奇百怪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进行想象和创造。这样的示范

不仅可以促使幼儿很好地掌握绘画的难点，而且能

引导幼儿基于范画积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作出

各种各样造型的衣服。

第二，欣赏示范。绘画活动需要调动幼儿多方

面的感官，给幼儿更多的视觉刺激，因此教师提供

的范画数量要多，且要色彩不同，或者是构图不同，

或者是风格不同，通过多样化的范画欣赏帮助幼儿

积累丰富的经验，使幼儿能创造出不同的作品。例

如，在“美丽的太阳”活动中，可以引导幼儿欣赏

卡通太阳、简笔画太阳、拟人化太阳、方形的太阳、

圆形的太阳，等等。基于欣赏示范，幼儿画出的太

阳也将更具多样性。

在幼儿绘画教学活动中范画是必要的，但是在

幼儿绘画的过程中不宜提供范画。范画的应用应发

挥示范和启发的作用，如果在幼儿绘画的时候提供

范画，幼儿就会完全依照教师提供的范画进行模仿，

进而容易导致幼儿的思维受到局限。

三、以故事情节作为绘画的主题，基于故事进

行创作

在幼儿园绘画教学活动中，有的幼儿会边画边

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各种解说，如编故事，让自己的

作品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并沉浸在故事情境中。因

此，在绘画教学中教师也可以用故事启发幼儿绘画，

把绘画的主题变成一个有趣的故事，内容存在发展

性，并更形象具体，这样更符合幼儿形象化的思维

特点。教师基于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引导幼儿进行

描绘，可以激发幼儿积极想象，提升幼儿绘画的兴

趣。其中，故事内容要结合幼儿生活实际，选择幼

儿感兴趣的事物或情节作为素材，这样更容易调动

幼儿的学习积极性。

例如，在“猴子”绘画活动中，如果目标仅仅

是画猴子，幼儿会觉得很枯燥乏味，没有兴趣。在

引导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先给幼儿讲一个关于猴

子的有趣故事，再让幼儿想象，这样幼儿就会对猴

子这个生动的形象产生兴趣。在兴趣的引导下，幼

儿就会积极主动地思考和创作，作品中会呈现出更

多关于猴子的有趣形象。有的幼儿给猴子头上夹上

了漂亮的发夹，说猴子要去参加生日晚会；有的给

猴子背上挎包，说小猴子要给动物们送信，等等。

教师通过创设有趣的故事情境，让幼儿在情境中自

由地发挥想象力，在指导幼儿绘画的过程中，给幼

儿提供自由宽松的思维空间，而不是让幼儿在束缚

中学习，这样可以让幼儿更有创作的积极性，更有

想象力的发挥空间。

四、重视评价的启发性，充分发挥教学评价的

功能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幼儿的学习情况进行

评价和引导，是丰富幼儿经验和启发幼儿创新及想

象的重要方法。在评价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

评价的启发功能，通过有效的评价提升幼儿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在绘画教学中，教师对作品的评价可

以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其

中，要特别注意过程性评价更具有启发幼儿想象和

创造的作用。如果在幼儿绘画的过程中能给予及时

的评价和启发，能更高效地激发幼儿的兴趣，启发

幼儿的创作思维。

例如，在绘画活动“有趣的脸”中，有些幼

儿缺少相关的经验，不敢大胆地想象，有些幼儿则

能大胆根据自己的已有经验很快画出一些独特的作

品，这时，教师就可以在绘画过程中及时评价富有

个性、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作品。比如，“你画的

眉毛有点儿往上翘，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真有

趣。”“这个脸蛋儿上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这是要

参加表演的装扮吗？”“你画的眼睛很大，一定可

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吧？”这样既能给其他幼儿

启发，拓展其他幼儿的思维，同时也能激励能力强

的幼儿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可见，教师不仅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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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结束环节进行评价，还应关注幼儿的整个创作

过程，并在幼儿创作时给予及时的评价，发现幼儿

独特的创作思路与表达形式，通过有针对性的鼓励

和启发，让幼儿展开更丰富的想象，创作出更有趣

和更有创意的作品。

五、基于儿童视角，选择适合发展幼儿创作性

思维的引导方式

教师的引导对幼儿的认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运用正确的理念引导幼儿

完成作品，培养幼儿的创造性想象力。在实际的教

学过程中，部分教师会为了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

或从教师个人的审美角度出发，对幼儿的作品给出

各种建议，虽然最终的目的都是让幼儿的作品更好，

但忽视了幼儿的学习与发展需求。我国著名的儿童

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指出凡是儿童自己能做的，应该

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想的，应该让他自己

想，儿童自己去探索、去发现，自己所求来的知识

才是真知识，他自己所发现的世界才是真世界。幼

儿的想法和表达意愿是不受约束的，他们往往会把

现实和想象相结合，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作品，他们

的作品也许没有任何绘画目的，但是蕴含着幼儿丰

富的情感和想象。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做一个

有心的观察者，借助有效的引导方式捕捉幼儿的创

作灵感，发展幼儿的创造力。

在对幼儿的创作过程进行指导时，教师要注

重了解并倾听幼儿对艺术表现的想法或感受，领

会并尊重幼儿的创作意图。例如，绘画活动“螃蟹

的旅行”中，教师看到有一个幼儿把螃蟹用油画棒

涂得黑黑的，和别的小朋友画得完全不一样，于是

提问：“你为什么把螃蟹涂得这么黑呀？”幼儿

回答：“螃蟹出去旅行，爬了很久很久，天都黑了，

就只能看到黑黑的螃蟹了。”当教师看不懂幼儿在

画什么的时候，不要急于对他的作品做出任何的评

价，不妨听听幼儿的想法，在此基础上发现幼儿对

这个世界独特的认识，并通过引导幼儿对作品进行

介绍，让幼儿的想法得到更好的表达。在教学的过

程中，教师还要正确引导幼儿的认知发展，在充分

尊重幼儿思维发展特点以及了解幼儿知识水平的基

础上，对幼儿的创作进行引导。在教学中，若教师

根据自己的观点对幼儿作品进行引导，往往会扼杀

幼儿刚萌芽的创造性想象。而且幼儿的美术作品大

多反映的是自己的所见、所想、所闻，在成人眼里

看似简单的作品，若让幼儿自己说说其中的画意，

就会发现他们的想法非常独特。从某种程度上讲，

只有幼儿才最了解自己的作品。所以，教师的引导

要从幼儿的视角出发，先认真倾听他们的表述，让

他们讲一讲画面的内容和含义，再根据幼儿的介绍

进行启发和引导。

综上所述，中班的幼儿好奇心强，想象大胆，

这阶段是幼儿从直觉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时期，

也是他们创造性思维刚刚萌芽的时期。在他们童真

且稚嫩的想法中，往往蕴含丰富的创造性，教师需

及时关注并激发幼儿的创造性思维。这要求教师尊

重幼儿的学习主体性，从幼儿的视角激发他们的绘

画兴趣和经验，内容要密切联系幼儿的生活实际，

尊重每个幼儿的作品，通过鼓励和有效引导，让幼

儿充满自信，敢于大胆创作，从而使幼儿的创造性

想象力获得有效培养及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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