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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绘画的特点

#$ 主观意图的表现

幼儿绘画是以自我为中

心，受主观情绪支配的，他们

对环境中的事物，往往按自

己的主观意图加以表现，对

自己认为重要的或注意到的

特征加以大肆渲染，精心描

绘，而忽略认为不重要的或

不受注意的部分，在头脑中

组成该事物特定的形象，将

其再现出来。画其所知而非

所见，尽管在没有视觉观察

的情况下，仍然将知道的画

出来。如知道杯子有把手，在

把手被挡住的情形下，仍然

将把手画出来，以表示其所

知。

!$ ( 光式透明画法

在幼儿的绘画中会经常

看到这样一些情形：画出人

的胃及胃里的食物，画出长

在地下被土埋着的土豆以及

透过房屋的墙看见里边的摆

设和玩耍的儿童等。这便是

幼儿最为独特的 ( 光拍片式

的绘画。这种绘画乍一看令

人啼笑皆非，但细细品味起

来却洋溢着幼儿独有的创造

性和趣味性。当然，这其中也

有幼儿绘画技能限制的原因，他们还没有学会“省

略遮挡线”的画法，便将自己看不到但是知道的东

西透明地表现出来，即便如此，我们也会为幼儿的

这种才能倾倒和着迷。

’$ 散点透视

由于幼儿受空间知觉能力的限制，他们对物体

的遮挡关系、前后关系等，有时还不能理解，幼儿解

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便是随意转动画纸的方向或自

己从不同的视点观察后画画。这样，我们在幼儿的

画中便会看到各种方向的物体并存或同一物体从

各个方位被加以描绘，如一辆车的外形是从侧面看

到的，车的内部结构是俯视的，车的灯是从各个方

位看到的；或者将物体的“动”用其运动轨迹在不同

的方位上表现出来等。这便是幼儿没有掌握焦点透

视原理，不能从某一固定视角来画自己所看到的物

体的情形。即是说，幼儿的绘画是无焦点透视性的，

他们运用的是散点透视策略。

)$ 夸张和拟人化

幼儿期是感觉敏锐、反映强烈、想像力极为丰

富的时期，这一时期幼儿画的是他们的所感、所知、

所想。因此，他们常把外界给自己的强烈感受或自

己认为非常重要的物体特征、事件情节等，用非常

夸张、变形的手法表现出来。如幼儿在画吃糖果时，

为了把吃的动作表现出来，便让画中的小朋友列开

两排十分尖锐的牙齿，还有的幼儿因自己取不到玩

具，在画画时特意将两只手画得又长又大，随意地

要什么取什么，以满足他们的愿望。

拟人化是幼儿绘画的一种基本手法，幼儿经常

将太阳画成公公，月亮画成婆婆，星星画成喜欢和

自己玩的小朋友，植物、动物都能唱歌、跳舞等，这

样赋予世上的一切以生命和人的特点，充满着非凡

的想像力和稚拙的童趣，让人叹为观止。

*$ 构图形式多样化

构图是指幼儿将各种形象以某种方式组织起

来。构图与幼儿能力发展有关，在这方面幼儿也经

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

+ # ,自由式构图

从幼儿绘画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构图

最初阶段是自由式构图。在这一时期，幼儿画画是

不作安排的，画面没有上下、前后之分，生活中有秩

序的东西被幼儿东画西点，哪里有空就放在哪里，

画面显示出其特有的横七竖八，在成人看来，充满

着喜剧色彩。

+ ! ,垂直式构图

没多久，幼儿所画的形象不再那么零乱了，他

们的画中出现了某些一致性，即各种形象都呈现出

垂直水平关系，有相同的上下方向，花草、小朋友、

小动物都竖直地站立着。这表明幼儿的空间关系能

力已经开始萌芽，但还是很初级的，有很大的局限

性。

+ ’ ,基底线式构图

渐渐地，我们在幼儿的作品中更多地看到一条

长的画在下方的基底线或在画中的形象下出现的

几条短的线条，以此表示物体都是站在地面上的空

间关系。这表明幼儿的心智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

阶段，标志着幼儿开始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关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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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画面空间方位的感知，空间知觉能力有了提

高。

)& 随意涂色

色彩对于幼儿是非常奇妙和具有吸引力的。幼

儿的色彩画不受物体固有色限制，他们不懂得色彩

的冷暖，画中充满着色彩的对比和夸张的表现，根

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地用鲜艳、强烈的色彩抒发感

情，将画面渲染得五彩缤纷。也有一些幼儿对于某

些形象施以固有色，如画大熊猫时用黑白两色，树

叶用绿色等。这都是幼儿进行色彩探索的一种表现

和用色上呈现出的个人风格。

二、教育策略

针对以上幼儿绘画的特点，我们在教学中就要

给以认真的指导，运用适当的教育策略，协助幼儿

达到自己画画的目的，促进他们创作能力的增强和

心智的健康发展。主要可以运用以下一些策略：

%& 善于启发和引导，巩固幼儿绘画的兴趣

几乎每一个幼儿对画画都有着强烈的兴趣，他

们总是忘我地创作着，用画笔画着他们眼中的世

界，或主观，或夸张，极富有新颖性和独创性，他们

的画虽然稚拙，却也妙趣横生。教师和家长一定要

保护好幼儿的这种绘画兴趣，与幼儿一起分享他们

创作的快乐，尊重他们，以表扬为主，局部矫正为

辅。不要以成人的好坏标准刻板地评价幼儿的作

品，更不要横加指责和随意改动他们的画。而应用

“童心”去想幼儿所想，看幼儿所看，感幼儿所感，采

用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启发和引导幼儿绘画，巩

固他们的兴趣，让幼儿画画像游戏那样自由发挥，

不断地在创作中提高认识能力和表现能力。

#& 以启迪创造意识带动幼儿基本技能的训练

和提高

在绘画活动中，幼儿用线条、图形、色彩等将自

己的经验、印象和情感转化为美术形象，这一转化

过程即是创造。作为教育者，首先应明确幼儿绘画

教育的重点是启迪他们的创造意识，而不是点、线、

面、透视等技能的传授。要以保证幼儿绘画的创造

性为目的，运用各种教育手段和教育环境诱导幼儿

进入创造的过程，丰富他们的感受力和想像力，训

练他们的观察力和表现力，在启迪创造意识的前提

下，进行绘画技能技巧的训练。这样不仅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而且使幼儿从小学会艺术思考，形象

思维和抽象思维有机地结合，有益于智慧的发展。

!& 注重求新求异，不要给幼儿固定的绘画模式

绘画是一种创造活动，教师的任务就是引导、

启发，鼓励幼儿创造新异的作品，不墨守成规，不自

我重复和抄袭他人作品。然而，在我们现在的美术

教育中却有很多走入了热心教孩子画模仿画和范

画的误区。幼儿喜欢模仿，示范也是幼儿绘画教育

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但在幼儿绘画过程中面面

俱到，像教幼儿写字一样先画哪一笔，后画哪一笔，

让幼儿照抄的示范，不但会造成幼儿的消极模仿和

绘画依赖性，而且会形成画法上的保守，构图造型

上的固定模式，抑制他们创造能力的发展。因此，教

师和家长要注意在示范中教幼儿掌握表现的要领，

注重把临摹和观察、想像、启发相结合，注重求新求

异能力的培养，给幼儿动手又动脑的机会。

"& 培养幼儿的主体性

由于幼儿处于自我中心主义阶段，他们的绘画

是依靠直觉表现自己的主观意念，他们喜欢无拘无

束，不分时空地自由想像作画，对所画的物体注入

情感和生命，画出的形象天真、夸张、离奇、新颖，具

有非凡的想像力和表现力。教师要保证幼儿这种用

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真实感受的主体性，也就是说

在绘画中要让幼儿自己决定自己画什么，做什么和

怎样做，而不是由教师或家长来选择和控制，使幼

儿在成人的导演下活动。教师要想方设法让幼儿学

画时处于主动地位，画他们感兴趣的事物，在他们

创造的过程中适当加以指导，帮助他们成功。

幼儿绘画活动是一项综合性的活动，它使幼儿

的全部心理能力得以开发，人格得以塑造，智慧和

创造力得以培养。幼儿绘画教育也就不同于一般的

说理性学科，它要靠思想的启迪和情感的激励来唤

起幼儿“创美”能力的提高。因此，教育者在绘画启

蒙中要尊重幼儿绘画的特点，从激发和巩固幼儿的

绘画兴趣出发，以启迪创造意识为目的，在此过程

中进行技能技巧的训练和主体性的培养，从而促进

幼儿的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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