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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 , 在教育不断改

革和深化的21世纪 , 在人们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的今

天 , 为了让幼儿的美术潜能充分展现出来 , 作为一个从

事幼儿美术教育的教师 , 我根据多年的实践和探索 , 谈

谈幼儿美术教育中直觉的重要作用。

一、直觉在幼儿美术教育中的地位

( 一) 幼儿依靠直觉把握物象的基本特征。幼儿观

察物象时眼睛最先接触到 的 并 不 是 可 度 量 的 现 象 , 而

是接受视觉刺激后得到的直接的、原始的感染力 , 幼儿

把吸引了他们注意力的东西加以选择和强调 , 从而表

现出对象的特征。从审美的角度看 , 被感知的意象就是

感知物的本质。比如4岁幼儿看一辆车 , 他知道车身近

似方形 , 车轮是圆形 , 这是车的基 本 特 征 , 尽 管 有 时 他

们在一个方形下面画许多圆 , 但仍能看出这些圆是代

表滚动的车轮 , 在这里数量并不重要 ; 幼儿画鸟时画一

个椭圆代表身体 , 在圆的一端有时用三角形 , 有时用线

代表喙 , 在圆的上下两侧画两条线或画两个三角形代

表翅膀。可见 , 幼儿年龄越小造型越抽象、概括。随着幼

儿年龄增长 , 他们的观察记忆力增强了 , 所表现的物象

也越复杂 , 越接近真实。他们表现形的能力由简单到复

杂 , 这是幼儿认识发展的自然过程。

( 二) 幼儿依靠直觉能创造性地表现视觉意象是幼

儿的早期艺术形式 , 含有高度抽象的几何图形 , 它们并

不是对大自然的复制 , 而是对大自然本质特征的反应。

有人认为这样的概念不可 能 产 生 于 观 察 过 程 本 身 , 它

只可能是在更高级的、非观察性的层次上推敲的结果。

他们认为幼儿对现实情况 的 思 维 不 是 靠 直 接 的 感 觉 ,

而是靠非感性的智力的升华。其实 , 幼儿与成人的艺术

概括相反 , 是非理智的思维活动。概括在所有的知觉中

都会自动发生 , 因为简化的形象是被记住的形象 , 幼儿

所表现的视觉意象 , 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主观需要

上。比如 , 幼儿画一辆在公路上行驶着的车辆时 , 运用

折式构图 , 在一条线的上下画出两个天空 , 来往的车辆

和行人上下颠倒地画在这条线上。再如 , 幼儿画一个人

在洗头发 , 他把伸进盆里的头和地面用俯视表现 , 以便

让人看清洗头发的情景 , 把人的身体用平视表现 , 以表

示人站立的动态。所以 , 幼儿在表现世界的根本性结构

特征方面 , 具有非同寻常的创造力。

( 三) 幼儿依靠 直 觉 能 体 现 美 的 自 然 法 则 , 对 自 然

中存在的平衡、秩序、和谐等现象 的 体 验 和 追 求 , 是 人

类的审美本能。在幼儿的绘画中 , 均能得到自然显现。

如 幼 儿 在 线 描 画 中 能 自 由 运 用 各 种 形 态 的 线 通 过 疏

密 、繁 简 变 化 表 现 节 奏 和 韵 律 , 他 们 用 直 线 、曲 线 、圆

形、方形、三角形在人物、动物、植物上自 由 组 合 装 饰 ,

做到繁而不乱 , 繁简有序 ; 在线描 写 生 画 中 , 能 把 复 杂

的景物组织得井井有条。在黄色背景前把人脸画成紫

色 ; 他们还可以根据物象受光的影响所产生的明暗变

化 , 用不同的明度和纯度的色块进行表现。这些并不是

在理性知识指导下的艺术表达 , 而是靠直观感受 , 靠主

观感情支配所做的自然表达。教学中教师只需要把幼

儿画中表现出的这些优点加以肯定 , 并有意识地加以

引导 , 使幼儿由无意识的显现发展为艺术表现 , 认识就

会得到升华。

二、幼儿美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 一) 注重临摹 , 忽视幼儿的个性表现 , 常用简化了

的图形作为形象表现的模式 , 通过临摹灌输给幼儿 , 把

学简笔画称为让幼儿掌握绘画“ 词语”。幼儿在成长中 ,

模仿是他们的天性 , 如果成人先入为主地教他们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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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模式化的东西 , 就会使幼儿形成定势。幼儿学会了这

些形象公式 , 套用在自己的画里 , 就出现了所有幼儿画

一个模子的太阳、大雁、花 、树 ⋯⋯ 比 如 常 见 幼 儿 园 的

孩子用一条折线画大雁 , 他们从老师那里得到一个错

误的概念 , 认为这个符号代表鸟。他们不知道绘画形象

来源于生活 , 他们不懂得通过自己观察发现各种形态

特征的鸟长得是不一样的。临摹教学使幼儿对生活中

的美无动于衷 , 对生动有趣的物象不会画也不敢画 , 孩

子的画没有个性 , 没有心灵感受。

( 二 ) 忽视幼儿 成 长 的 历 程 , 教 材 内 容 脱 离 幼 儿 实

际。如教材内容由简到繁 , 用成人的眼光看幼儿的造型

能力发展 , 看来这种安排好似符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的原则 , 实际上幼儿生来认识世界并不以形的繁简来

发展认识 , 他们喜欢画自己熟悉的 、感 兴 趣 的 人 和 事 ,

他们一开始拿笔画画就先会画人。幼儿在成长中的思

维常常来自于生活 , 来自于大自然 , 幼儿图画常表现了

人类发展中各阶段的创造力。他们能把大千世界中变

化万千的事物 , 自由地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实

践证明幼儿绘画题材并不存在繁简问题。我通过教学

实践了解到 , 富于变化的复杂形反而易于被幼儿接受 ,

如城市楼房、来来往往的车辆⋯⋯都是幼儿的作画题

材。我还实验让各年龄段的幼儿画成组的水果娃娃 , 画

海底世界、神秘的太空等 , 不同年 龄 段 的 幼 儿 , 都 创 作

出了表现各年龄段绘画能力的优秀作品 , 成功地达到

了教学的预期效果。

三、依靠直觉进行造型训练的方法

( 一) 以视觉训练为中心 , 培养幼儿的观察力、记忆

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中国传统绘画历来用传授技术的方式 , 如教使用

绘画工具或表现技巧 , 习惯用一种模式来要求学生如

何表现。这种教学容易对幼儿的创造力产生抑制作用 ,

也不符合艺术教育的特点。其实 , 幼儿绘画能力不靠教

具体知识和方法 , 仍旧能自然发展。

发展规律为 : 由简单表达到复杂表现 , 由意象到再

现。他们的绘画能力随认识的发展自然提高。他们对物

象的自然属性、比例、结构、透视、体积和对色彩的认识

与表现 , 依靠感知而发展 , 也能为个别幼儿将来进行专

业学习准备好条件。

依靠直 觉 进 行 构 图 训 练 首 先 要 求 幼 儿 注 意 观 察 。

幼儿习惯画记住的形象 , 常常认为摆在面前的实物 , 与

自己画画无关 , 不认真观察 , 只画记住的概念形象。通

过观察就可以帮助幼儿克服构图的概念化。

其次 , 要教幼儿 如 何 观 察 , 如 何 记 忆 形 象 , 如 物 象

的形状特征、与其它物象的区别、物体形象的具体内容

和细节、物体之间的关系、物体空 间 距 离 、色 彩 的 感 受

与变化等。

再次 , 教材系列化。通过多种媒体 , 如通过实物、录

像、图片、幻灯等观察 , 形成有相互联系的教材内容 , 一

环接一环地扩大幼儿知识面 , 进行感官刺激 , 激发幼儿

的创作热情。运用多种手段 , 如名作欣赏、生活体验、触

摸、语言描述、启发联想、鼓励独创精神等方法。作业内

容要密切贴近幼儿生活 , 以提高他们的绘画兴趣和创

作热情。

( 二 ) 尊重幼儿 的 视 觉 表 达 , 把 幼 儿 从 再 现 和 复 制

自然中解放出来。

对原型的忠实复制决不是评判艺术作品是否优秀

的唯一尺度 , 它妨碍人进行自由的、创造性的表达。幼

儿绘画的意图并不着眼于 画 得 与 真 实 的 一 模 一 样 , 所

以幼儿画与技巧并没有太大关系 , 我们也没有必要过

早、过多灌输那些不可能被他们接受的技法知识。只有

在他们心理发育可接受的范围内通过引导 , 把必要的

知识渗透给他们 , 培养起他们对美的感受能力 , 美感意

识自然产生后 , 才能通过图画表现出来。

因此 , 对幼儿的美学意识培养需要选准、选对知识

点 , 对他们不可操之过急。幼儿绘画的造型特点是 : 用

线和色彩进行平面的、意象的、表 现 性 的 、装 饰 性 的 知

觉创造。这是建立幼儿绘画课程学科体系的依据。

幼儿绘 画 中 常 被 成 人 所 指 责 的“错 误 ”, 应 该 被 理

解为是幼儿合法的表现风格和必然特征 , 是他们眼中

的世界。对幼儿的绘画辅导应顺其自然 , 因材施教。幼

儿具有极大的潜力 , 只要解放他们 , 充分调动幼儿学习

的积极性、主动性 , 就能凭着直觉象大师那样作画。通

过实践积累经验 , 提高认识 , 激发幼儿美术创作的兴

趣 , 使幼儿美术能力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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