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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社会中 , 儿童素质发展已成为一种的趋势 , 成人除了对孩子的衣食最大程度的满足外 , 还积极培养孩子智、

美、音等各方面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一些儿童美术作品的欣赏和比较分析 , 列举了当前儿童绘画的几种表现形式 , 提出儿童绘

画的意义不仅在于画画本身 , 更在于对儿童观察力、想像力、记忆力、动手能力等各方面的训练 , 并讨论了如何通过美术教学培

养儿童各方面的能力 , 特别是儿童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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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创造力

所谓“艺术创造的动力”, 简单 地 说 , 乃 是 主 体 在 艺 术 创

造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激发创作灵感、推动创作进程 , 维系、

控制和调节创作活动的持续的生理、心理以至文化方面的能

量与活动的总和。

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动力是什么? 一种说法是为了认

识世界、认识自然 , 即美术的认知功能 ; 第二种说法 , 艺 术 是

艺术家思想观念的表达 ; 第三种说法 , 艺术是对 绝 对 美 的 追

求。上述所说的动力论主要是指艺术家的创作活动 , 那相对

于非专业人士 ( 如儿童、常人 ) 来说 , 他们艺术创作的动 力 又

来自何处? 儿童绘画的各种表现是有意识的创作表现还是无

意识的绘画冲动呢?

一般来说 , 创造力总是同“想像力”、“经 验 ”、“不 懈 的 努

力”联系在一起的 , 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潜在的创造力 , 特别

是在儿童成长初期这个特定的生理年龄阶段 , 种种新鲜事物

的视觉冲击 , 使他们好奇心萌动 , 探索、求真的欲望在成长的

过程中不断需要满足。对于没有真正掌握语言表达的儿童 ,

将表达的方式转向美术 , 或许这是他们 绘 画 创 作 的 最 初 动

力———表达情感。

二、儿童创造力的绘画表现

1.绘画的内容表现。

儿童在生理成长过程中 , 肌体 和 脑 尚 未 完 善 , 接 受 新 事

物迅速 , 语言表达的障碍使得许多儿童转向绘画的表现。这

个时期的绘画主要停留在对自然世界的还原 , 图像主要以所

看到的、最亲切的事物为主。

再则 , 由于儿童生活的社会环 境 不 同 , 表 现 出 的 画 面 主

题各有特色 : 出生在大城市的儿童 , 从小熟悉公园、街道 、楼

房 , 仿佛每天都在接受新事物 , 表现的内容大都 是 繁 华 的 都

市情景 ; 在农村成长的孩子 , 在画面中表现出当 地 的 一 种 风

景特色。图 1 作品是位 7 岁儿童( 杜星宇) 在笔者的辅导下完

成的作品 , 描绘的是其游玩上海世纪公园后的感觉。图中的

树木、小路、轨道、房子、小鸟等均是小画家所见事物 , 通过自

己的方式将这些事物组合在一张 8 开大的纸面上 , 因为这些

事物都是他所关心的 , 所以必将其所见完全描绘出来。

从上述分析得出 : 这 时 期 的 儿 童 , 创 造 力 还 只 是 对 客 观

事物的模仿 , 对事物的描绘成为他们表达的乐趣。绘画的动

力在于表达心中的美好事物。

2.绘画的表现形式。

从大多数儿童绘画的 过 程 来 看 , 他 们 作 画 时 , 并 没 有 像

成年人或专业绘画家那样画轮廓 , 再细 致 描 绘 , 最 终 修 改 完

稿 , 而是通过简单的线条直接描摹 , 肯定有力 , 一气呵成。他

们的作品大都扭曲变形 , 在成年人眼中 , 似乎不合逻辑 , 常被

灌以“不像”一词 ; 但在孩子的眼中 , 这是正常的 , 他们绘画的

目的是娱乐、表达交流 , 而不是常人思维中的像与不像。他们

在绘画过程中 , 图像的描绘会随着思维的不断变化而变化 ,

会随着脑中日常经验的不断重组而变化 , 当经验重组受到障

碍时 , 绘画也就会随即停止 , 因而我们 会 看 到 许 多 未 完 成 的

儿童作品———简单的线条、形象的不完整性。

儿童绘画所表现出来的不完整性 , 可能是作为艺术的一

种普遍逃避手段 , 任何人都有这一倾向 , 原 因 在 于 人 脑 这 一

复杂神秘的机构。科学家研究表明 , 由于日常的经验是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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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 , 大脑从细节综合而成的抽象 ,“理想”会引起 深 深 的

不满 , 从而会出现停顿现象。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有五分之三

没有完成 , 但是他并没有匆忙丢弃。他为完成这些雕塑勤奋

工作数年 , 因为乔吉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告诉我们 :“他

那高贵的意念已经不是双手所能完成的。”我从另一角度理

解这句话———米开朗基 罗 已 经 意 识 到 他 不 能 将 大 脑 形 成 的

理想转化为某一作品或一系列雕塑。评论家热情地描述了这

些未完成的作品 , 或许是因为这些作品没有完 成 , 人 们 可 以

继续完成以满足他们自己大脑的理想。(Semir Zeki, 2001)图

2、3、4、5 就很好地表现出以上两点。

三、对儿童美术教育的几点思考

1.观察力的增进。

如上所述 , 学龄儿童创造力在于对客观世界的再现 , 这

就决定了我们的美术教育的重点在于 如 何 让 儿 童 回 忆 客 观

世界 , 如何引导他们去认识客观世界。成人的思维方式与儿

童不同 , 对事物已有理性的思考和把握 , 抽象 思 维 成 为 有 效

获取知识系统的关键特性 , 在一定程 度 上 对 事 物 已 约 定 俗

成 , 教学中往往概念化。图 6 与图 1 是同一儿童所创作的儿

童画 , 仔细对比两图中的小鸟 , 不难发现 , 图 6 中的 3 只小鸟

造型统一 , 以几何形体概括身体组成 ; 图 1 中 的 小 鸟 描 绘 细

致 , 画出了翅膀、尾巴的羽毛 , 更加突出了鸟的特征。分析两

画的绘制背景 : 图 6 是其在按成人创作思维思路的老师辅导

下完成的作品 , 采取模仿画图册的方法 ; 图 1 是 在 笔 者 引 导

下 , 使其回忆、模仿自然的结果。对比表明 : 单纯的模仿画册

图稿 , 儿童绘画容易简单、概念 , 缺少主观认识 , 不 利 于 培 养

孩子的观察力 ; 实物写生或回忆 , 可以让 孩 子 自 主 发 现 每 一

件事物的不同特点 , 以及同类事物个别差 异 , 既 培 养 了 绘 画

能力 , 又训练了观察能力 , 这对于其他学科的学习 ( 如自然科

学、天文现象等) 也有促进作用。图 7 是 6 岁半儿童独自写生

的微波炉 , 从画面可以看出小画家通过绘画 ( 线描画 ) 训练已

经能观察到微 波 炉 上 的 许 多 细 节———时 间 表 、按 钮 、门 上 的

内框、商标字样( 左上角 national) 等。

通过长期的线描画教学 , 也使我想起了这样一则记事 :

曾有人邀请法国画家库尔贝画天使 , 他说 :“最好把天使带给

我看。我从来没有见过长翅膀的人 , 所以我不画天使。”“我研

究古人和今人的艺术 , 我不希望模仿任何一方。像我所见到

的那样 , 如实的表现出我这个时 代 的 风 俗 、理 想 和 礼 貌 ———

创造活的艺术 , 这就是我的目的。”这段文字后来成为法国写

实主义的宣言。

正如上面所说 , 创造来自生活、来自自然。即使是艺术家

的创作也要经过长期的知识积累、审美体 验 , 在 心 中 形 成 意

像 , 最终以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儿童的学习亦是如此 , 对儿

童绘画教育也应顺其自然 , 强调教学要从儿童的生活经验出

发 , 以引导、激励为主 , 以他的作品反映他的生活 , 而 不 是 一

味的追求效果而概念化教学。

2.想像、记忆能力的提高。

自从 1981 年美国斯佩里博士关于左右脑分工的理论获

诺贝尔奖后 , 许多国家都在探求形象思维 的 教 育 , 一 些 科 学

家开始研究均衡地运用左右脑半球的教学法 , 他们认为只有

绘画的训练才是形象思维的突破点 , 从而 促 进 分 析 、推 理 的

图 6

图 7

图 2 图 3

图 5图 4

56



能力及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力、感受力。在儿童画创作中所获

得的智慧、知识和经验可以把智商提高 30%。所以 , 学画不仅

仅是一个画画的问题 , 它对儿童大脑开发的意义远远超过其

画画本身的含义。

这一理论的发展 , 影响了后现代儿童美术教育的变化发

展 , 美术教育从此走出了封闭式的教学模式 , 从 教 室 走 向 自

然 , 从单纯的技法训练发展到脑手并进。儿童美术教育者并

不应主张每个绘画出色的儿童将来就要成为艺术家 , 而应关

注如何保持他们的这种绘画兴趣和才能 , 通过特殊的绘画训

练、语言诱导 , 在玩中画、在画中玩 , 沿着儿童自身的发 展 规

律 , 开发孩子们内在的潜力和灵性 , 通过绘画 , 使其具有独到

的想像力、记忆力、理解力、表现力。图 8 是 6 岁儿童 ( 赵 圣

凯 ) 独 自 描 绘 的

飞机。据了解 , 平

时 小 画 家 喜 欢 看

电 视 ( 主 要 是 科

技 、 探 险 之 类 的

科 技 性 节 目 ) , 绘

制 前 也 经 过 几 周

的 线 描 绘 画 辅 导

( 笔者辅导) ,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创作了这幅作品。题材和

小作者平时的爱好相联系 , 形式上恰恰 同 近 期 所 学 技 法 结

合 ,“灵感”这一感性的意识形态也在此得到充分体现 , 平 时

的视觉体验通过理解、记忆、想像在头脑中形成“意象”久已 ,

最终找到了恰当的形式( 即线描) 表现出来。艺术创作过程在

小画家的创作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3.造型动手能力的培养。

儿童美术主张“自由创作”、“个性发挥”等一套美术教育

精神 , 儿童在绘画的主题上得到了自由 , 但我们 发 现 他 们 并

没有完全获得 “自由”, 主题获得自由的同时工具受到了约

束 : 铅笔、蜡笔、油画棒、记号笔几乎成为儿童绘画的必备 , 儿

童绘画“工具化”表现异常突出。

美术发展今日 , 材料的运用已 多 元 化 , 在 儿 童 美 术 教 学

中 , 也开始多元化 :“绘图”这一概念已经扩大 , 铅笔、蜡笔、油

画棒、记号笔等已不再贯穿于绘画始终 , 工具、材料的范围不

断扩大。由于儿童无法细致逼真地表现事物 , 同时他们又渴

望在画面中出现自己理想中地形象 , 所以部分作品将材质直

接粘贴于画面。图 9 中的摩托车和四轮车、图 10 中的花和气

球、图 11 中的“STOP”标牌均是直接从画刊上剪切粘贴于作

品上 , 通过这样的绘画过程 , 儿童动手能力得到提高 , 通过对

不同材质的熟悉 , 寻找

适合自己的表现方式。

四、结语

儿 童 美 术 教 学 发

展到今天 , 绘画中“像”

与“不 像 ”的 评 价 标 准

已经淡化 , 注重绘画过

程中能力的培养突显。

美术教育者、家长更加

注 重 儿 童 绘 画 这 一 过

程 , 以及儿童在绘画过

程中所获得的愉悦 , 以

及 眼 力 、脑 力 、动 手 能

力等各方面的培养。绘

画的意义不仅在于造型 , 也不仅是对空间 智 能 的 强 化 , 更 在

于促进多种智能的协调和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 , 对当前的儿童美术教育的展望 :

·美术教学不仅要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 , 而且要注重培

养他们的观察力、记忆力、想像力、创造力⋯⋯

·美术教学与儿童生活实际相联系 , 注重儿童的日常视

觉审美经验 , 寻找内容上的契合点。

·美术教学个别化。由于各社区间的差异 , 儿童表现出的

审美倾向也略有不同 , 教师应从他们日常审美经验出发 , 引

导其发现生活中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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