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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独特的笔触和生动的意境，带着孩子们畅游在一个个

神奇的梦幻空间中，享受着文化带来的乐趣，为他们的想象

插上了翅膀，也给幼儿园的美术教学带来了鲜活的生命。就

美术而言，绘本在表现形式上具有美术表现的多样性、形象

的生动性、色彩的鲜明协调性等特征。

一、以课题研究为平台，找出绘本创作的突破口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幼儿园为主体的“幼儿美术应用

绘本教学策略研究”。“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艺
术是人类感知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重要形式，是人们表达

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情感态度的独特方式。在艺术活动中，

如何让幼儿通过绘本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表现美。研究

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选择的绘本缺乏吸引

力，难以激发幼儿的兴趣；二是绘本的切入点找得不好，无法

与需要整合的艺术活动相结合。三是，活动形式较为单一；

为此，园长通过调查了解到：首先，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选

择适合他们阅读的、他们感兴趣的绘本，如《蚂蚁与西瓜》《自

己的颜色》等，绘本大且色彩鲜明，让幼儿一目了然。在绘本

中寻找幼儿感兴趣的整合活动的切入点，如《小黄与小兰》中

的色彩整合美、《彩虹花》激发幼儿探索的欲望等。第三，活

动形式要多样，充分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如“啊——蜘蛛”将

绘本和美术有机结合，表现线条的美感，“花格大象——艾

玛”以水粉画的形式表现大象的美丽形象。

二、用绘本创作游戏情境来激发幼儿创造兴趣

所以，在幼儿美术教学活动中，要抓住幼儿学习的特点

和个性，充分创设各种游戏情境，使之与幼儿的思维、学习方

式相适应，真正激发幼儿在美术课堂的创造兴趣。例如，在

幼儿美术教学活动中开展“小黑捉迷藏”相关绘本内容的教

学，在将该内容进行美术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小黑

捉迷藏”所呈现的故事情境，它主要是讲一种你躲我藏的智

力游戏，在情节设计上，首先要抓住注意力，并适当控制阅读

节奏。为此，幼儿教师应积极地借助这些内容，创设美术游

戏情境，激发幼儿参与美术活动的积极性。幼稚园的老师在

活动现场布置了各种各样的场景，请小朋友进行捉迷藏，小

朋友一开始一定很开心，立刻融入游戏的情境中。下一步，

幼儿老师便对幼儿说：“注意观察，你们周围有许多彩笔，这

些彩笔可以隐藏小黑点，至于如何隐藏，则需要幼儿自己设

计，好不好？”相信这样的教学指导，能使幼儿在第一时间被

吸引，并愿意在自己所想像的天地里发挥自主性和积极性，

进而画出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场景，把小黑藏进自己的设

计里。一些同学会说：“看我画的，我把小黑藏在飞机里”，

“看我画的，我把小黑藏在房子里，你们肯定找不到”，“我把

小黑藏在海中，和海绵宝宝一起，肯定找不到”。借助于此项

活动，可以使幼儿在参与绘画学习中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并体会到美术学习对自己的影响，提升学习乐趣。

三、根据不同发展水平选择绘本，对绘本与美术学科研

究定位不同

比如小班幼儿的特点就是能用简单的线条和颜色大体

画出自己想画的人或物。选取“彩虹色的花”“自己的颜色”

“啊——蜘蛛”“小黄和小兰”，拿图选“小黄和小兰”。通过

“一题多问”的提问，孩子们的思维立刻被老师调动起来，联

系他们以前的经验进行猜测，想象“小黄和小蓝”两个好朋友

去哪儿玩，玩什么游戏…通过开放式提问，孩子们想象“小黄

和小蓝”下次见面要做什么？孩子们可以大胆地表达他们的

观点。经过教师的引导，孩子们对《小黄与小蓝》相遇的结果

产生了兴趣，萌发了好奇，再通过大胆的玩色操作，有过美术

作业活动经验的孩子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在绘本中，《小黄与

小蓝》被抱后会变成绿色的现象。根据中班幼儿的年龄特

点，选择适合中班幼儿的绘本进行研究。指导方针明确指

出：“4-5岁的幼儿可以运用绘画、手工制作等方法表现自己
所见所想。”以中班幼儿为基础，以大班线描画为特色，选择

“啊——蜘蛛”—线描画、“我的裙子”—粘画、“坏的生日派

对”—泥塑作品、“好鸡蛋”—水彩画等，通过绘本主题墙和美

工区环境布置的形式，将绘本与美术活动融为一体，使幼儿

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欣赏、创造和表现绘本带给我们的

美。为了解决还不成熟的绘本与美术活动的整合问题，班上

又开展了“一课三研”活动，班组长模仿应彩云老师绘本与美

术活动的整合活动“奇妙的蛋”和绘本“我的裙子”，每次教研

都会有新的收获。经过长期的研究，我们对“绘本与美术教

育活动的巧妙结合”有如下见解：第一，选定的绘本要适合幼

儿年龄特点，幼儿感兴趣；第二，巧选珍贵的绘本资源，为美

术教学活动增色；第三，运用多种提问方式，充分调动幼儿的

思维、想象、创造、求知能力；第四，选择适合幼儿表现的综合

型美术绘本。

四、巧用绘本来弥补情感上的缺失

绘本是以插画形式，反映儿童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画册。

既凝结着丰富的知识经验，又蕴涵着丰富的情感。儿童不看

单词，但他们可以看图片。儿童在绘本的世界中比成人更能

了解绘本所表达的情感，也更容易进入绘本的童话世界。在

美术教育活动中运用绘本，可以有效激发幼儿的情感，完善

幼儿的素质。艺术活动中，我们改变了传统的灌输式临摹教

学模式，引入绘本，激发学习兴趣—讨论交流—激发情感共

鸣—操作探究—体验活动乐趣—表达创造—满足情感需

绘本与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整合的实践探索
■苏州工业园区爱维叶幼儿园 张曼莉

【摘 要】绘本是一种艺术形式，它通过意象、色彩、构图等要素来表达作者的意图和目的，以循序渐进的叙述为主，
把绘画、设计和视觉结合起来，用丰富的视觉语言把读者带进连贯、生动的图像世界。把绘本融入美术活动，就是从美术
活动中选取有价值的美术内容，通过情景阅读和有效的课堂教学，引导幼儿学习绘本表现方法，以及美术的技巧和技巧。
训练儿童敏锐的审美感知能力，丰富的审美情感，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具有审美创造潜力。

【关键词】绘本；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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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欣赏交流—提高审美情趣的五步教学过程，不仅使幼儿

在绘本故事情境中学会画横线、竖线和横线，而且在活动中

感受亲人之间的脉脉温情，达到技巧性与情感共生的效果，

有效地促进了美术教育活动中的情感缺失现象。

五、借助绘本激发想象的创造力

喜欢上绘本，除了是一本“画得好，字也好”的绘本，更在

于它的创意和想象力。作品创意新颖，有些来自故事情节和

内容，有些来自构思和设计的巧妙。比如想象中的“我画了

房子”。经过长时间的美术教学，我发现很多孩子在学习绘

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就像画《家》一样，

他们几乎都是由三角形和四边形构成的。曾经，我看了绘

本《我要画房子》，就把这本绘本带到班上给小朋友看，小朋

友的思维顿时活跃起来。于是，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发表自

己的看法，富有创意的绘本为孩子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所有

的奇思妙想都涌上心头，艺术品便进入了“趣味之家”。进行

艺术活动所用的绘本应该很有想象力。亦如大班绘本的美

术活动《小脚丫》，画中简洁的画面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内涵，

描写的故事清新有趣、平和亲切，显示出独特的美学观点。

将孩子的小脚丫作为原型，制作拱形桥、森林、房子…极佳的

构思与联想，让孩子展开想象的翅膀，画出有趣的图画。

六、结语

绘画具有美感，体现了不同艺术家的艺术追求和风格。

这本漂亮的绘本不仅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还为他们的心

灵开辟了一个花园。儿童的创作只是艺术活动的一种痕迹，

而过程才是教育的真正执行，在过程中实现教育目标，是教

师的根本追求。其实，我们发现以绘本为载体的艺术活动，

更容易引起幼儿的共鸣，激发他们的创作兴趣。绘画方法丰

富多样，表现手法多种多样，使绘本呈现出一种迷人的面貌，

这些精美的图画、构图、色彩的运用、想象和创造，为儿童艺

术活动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儿童艺术走向发现美、感受美、表

现美的艺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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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心理需求，是否能够确保幼儿安全。在游戏材料的投放

上既要考虑材料的新颖性和多样性，也要考虑材料对游戏的

生成性，力求将游戏材料的效用发挥到最大，促进幼儿的智

力和探索能力的发展。

每个幼儿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幼儿间存在着差异性，

所以，幼儿教师在游戏材料的投放上要具有层次性，要考虑

到幼儿能力的差异，投放的材料要满足不同层次幼儿的需

要，使每个幼儿都有参与游戏的机会，都可以开心地完成游

戏任务，在游戏中有所提高。游戏区的材料要不断更新，当

幼儿对材料不感兴趣时，就需要幼儿教师投放新的材料，或

对原有游戏材料进行删减、重新组合，使游戏区的游戏材料

可以对幼儿保持长久的吸引力。

（四）重视游戏表演、游戏竞赛，培养幼儿的综合能力

在幼儿教育中，教师应充分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与兴趣，

利用游戏的竞赛性提升幼儿的参与度，让幼儿在游戏活动中

潜移默化地学习知识。加强幼儿的游戏表演，有助于活跃幼

儿的思维。因此，在游戏教学中，应根据幼儿的喜好与特点，

强化幼儿对生活情景的模仿，培养幼儿的交际与变通能力。

例如，为增加幼儿的词汇量，可组织开展抢单词游戏，能够提

高幼儿的语言表达、思维及反应能力。为提升幼儿的表演能

力，幼儿教师组织开展音乐游戏，能够激发幼儿的表演欲望，

提高其表演能力。为提升幼儿对游戏的参与度，幼儿教师将

跳格子、抛纸球等多种游戏组合在一起，并为幼儿设定一个

新的游戏规则，利用幼儿的好胜心，开展游戏竞赛，培养幼儿

的竞争意识。

三、结语

总而言之，将游戏应用到幼儿教育中，是对幼儿教育模

式的一种创新，它为幼儿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和快乐的学习

环境，使得幼儿在游戏中惬意的学习、健康的成长，有效实现

了寓教于乐，培养了幼儿的综合素质，也提升了幼儿教育的

效果。所以，幼儿教师在进行幼儿教育的过程中，要不断创

新游戏策略，优化游戏内容，将教学内容融合到游戏之中，更

好地吸引幼儿主动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幼儿的主体性，提高

幼儿教育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1]赵红桃 .游戏教学法在幼儿教育中的作用分析与探究[J].

课程教育研究,2019(44).

[2]黄冬艳 .浅谈游戏教学在幼儿教学中的应用[J].天天爱科

学(教学研究),2019(10).

[3]陈晓妍 .课程游戏化在幼儿教育中的运用[J].课程教育研

究,2019(39).

上接第133页

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