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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的划分, 学前期间的幼儿正处在形象思维阶段,

他们借助形象思维能力记录事物的表征, 绘画可

以把他们美好的愿望和美丽的想象变成可见的

作品, 绘画教学在幼儿素质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1 幼儿绘画概述

1.1 幼儿绘画含义

幼儿绘画是指幼儿运用可以画出线条的工

具以简单线条表现为主的作品, 这些作品不涉及

光影与背景的表现。幼儿绘画是幼儿表达情绪、

情感和对事物理解的一种方式, 它反映着幼儿对

周围世界的认识程度, 是研究幼儿认知发展的一

个很好的工具。

1.2 幼儿绘画发展阶段

1.2.1 涂鸦期。这是孩子绘画能力发展的第

一个时期 , 是幼儿绘画的先兆,也是孩子在刚开

始拿起笔来画画时的表现。此时,幼儿以指掌式

握笔,单纯由手腕动作产生反复的线条。由于手

腕还不够灵活,线的方向与长度视手臂挥动的幅

度而定,缺少手指的动作,有时幼儿在涂鸦时甚至

不注视,但随手臂的运动和线条的出现,幼儿感到

很愉悦。发展到第二阶段为有控制的涂鸦,表现

为幼儿注视自己画出的线条。此时画法也多样

化,如出现复杂的轮状和涡状形。手腕动作变得

更细致, 画笔的握法类似于成人。这个时期的画

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画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形状, 好

象是胡乱地画出来的线条。幼儿这时手眼不协

调, 动作与符号之间没有一致的对应关系。

1.2.2 基本形状时期。3—4 岁的时候 , 孩子

的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时可以看出一些简

单的基本形状了。幼儿常常画一些大圈圈、小圈

圈, 或模仿成人的文字书写动作 , 并懂得从一个

单独的的线条来命名一种物体。这时幼儿对作品

所赋的含义又是不确定的, 经常会加以改变。有

时 , 幼儿也会先决定画什么东西 , 然后一边画一

边说, 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态。幼儿对自己的图画

赋予含义对认知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

一阶段幼儿的动作和符号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

联系。

1.2.3 个性体现时期。4 岁以后, 幼儿画有了

很大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画里明确地发现

他们的个性。这也构成了检测幼儿心理活动的一

个窗口。4 岁以后的幼儿开始努力将头脑中的表

象用图画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幼儿所表

达意愿、发泄情感的欲望增强 , 但又受语言尤其

是文字符号的限制, 不得不借助动作和表象来表

达, 图画便成为他们最有效的交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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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幼儿视知觉能力发展

2.1 形状知觉发展

幼儿辨认形状的能力随年龄增长而迅速发

展。幼儿辨认物体形状时配对最容易 , 指认次

之, 命名最难。幼儿掌握各种形状自易到难的次

序是: 圆形、正方形、三角形、长方形、半圆形、梯

形和菱形等。张增慧等利用速示仪, 给 3—6 岁的

幼儿呈现三种图形 , 分别是十字行结构、半月形

结 构 以 及 四 方 形 结 构 。 呈 现 的 速 度 为 0.01s、

0.05s 和 0.1s。研究结果显示: 幼儿对图形的辨认

准确性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提高。呈现速度对辨

认正确率有明显的影响, 速度越快, 正确率越低。

速度因素对年龄越小的幼儿影响越大。另外目前

大多数的生理心理学家正在研究是否视觉景象

的认知首先需要把复杂的图形分析成为某些子

单位, 即在视觉通路中的每个细胞都只能反应在

它的感受野中出现的图形的某些部分的特征。然

后, 这些子单位一定要综合成为一个复杂的图

形。幼儿形状知觉的发展受否也受这种观点的影

响还有待考察。

2.2 颜色知觉发展

幼儿的辨色能力( 颜色差别感受性) 亦随年

龄的增长而有所加强。3 岁幼儿还不能很好地区

别各种颜色的色调( 如蓝和天蓝) 以及颜色的明

度和饱和度。从 4 岁开始, 区分各种色调细微差

别 的 能 力 才 逐 渐 发 展 , 5 岁 幼 儿 不 仅 注 意 到 色

调, 而且注意到颜色的明度和饱和度。6- 7 岁区

别色调明度和饱和度的能力有进一步的提高。张

增慧等利用速示仪研究了 3- 6 岁幼儿的颜色知

觉能力, 她们让幼儿在 0.01s、0.05s 和 0.1s 三种

速示条件下快速辨认 12 中颜色( 棕色、白色、红

色、绿色、紫色、橙色、淡蓝色、品红色、深绿色、黄

色、深棕色、蓝色) 。每种颜色以三种速度呈现, 幼

儿每看完一次后, 在贴有 12 种颜色的大卡片上

指出所看到的颜色。实验结果发现: 随着被试年

龄的增加, 辨认颜色的能力不断提高。被试在三

种速示条件下, 对黄色、红色、绿色的辨认正确率

最高。在三种速示条件下, 对 12 种颜色的平均正

确率从高到低依次为黄色、红色、绿色、橙色、白

色、淡蓝色、紫色、深棕色、品红色、蓝色、棕色、深

绿色。同时也发现: 颜色呈现的速度对被试颜色

辨认结果有显著影响。具体为: 呈现时间越断, 辨

认正确率越低, 能辨认的颜色越少。

3 绘画教学中幼儿视知觉能力的培

养

3.1 形状知觉的培养

培养幼儿形状知觉能力要和幼儿的观察能

力紧密结合起来。观察力是培养形状知觉能力的

前提条件, 反之, 要想提高幼儿观察能力, 必须训

练幼儿视觉的敏锐性, 上课时教师有意识地引导

幼儿对图形进行观察、分析, 如画小鸡, 引导幼儿

观察头、眼是圆形 , 身子是椭圆形 , 爪子是斜线 ,

翅膀是弧线。这样, 幼儿通过观察拥有了对事物

的形状表征, 自己就能独立用几何图形组成一个

画面。随着画面的不断复杂化与观察能力的提

高, 幼儿的形状知觉能力得到了培养。因此, 不论

是绘画课还是其它课程或日常活动, 都应该有意

识地训练幼儿的观察分析能力 ; 此外 , 教师讲课

的语言也要讲究艺术, 要使用幼儿熟悉的语言,

如把竖线比喻成木棍站立 , 横线比喻成木棍睡

觉 , 弧线比喻成木棍弯腰 , 这些都是幼儿独特的

语言形式, 便于形象记忆与理解。

3.2 颜色知觉的培养

根据心理学家对幼儿颜色喜好的研究发现

这样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幼儿喜欢鲜艳的颜色,

所以在绘画教学中教师可以进行大胆用色的示

范。例如绘画孔雀, 雀身可用红、黄、蓝、紫等几大

色块组成 , 雀尾也是五颜六色 , 并注意颜色的冷

暖和明度。这样给予幼儿强烈的视觉刺激, 引起

他们的兴趣 , 激发他们的审美情感 , 使幼儿一看

到范例就用各种颜色的笔去画 ; 另外 , 可以定期

或不定期的开展幼儿绘画作品欣赏, 在欣赏的过

程中培养幼儿对颜色的感知和审美能力; 同时还

可以用幼儿喜欢的全景挂图或幼儿自己的作品

布置教室, 在耳濡目染中培养幼儿的颜色知觉。

对于幼儿绘画教学,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

面不容忽视, 那就是教师或家长对幼儿作品的评

价, 这一环节既是绘画活动的总结 , 又是下次绘

画活动的前导, 它不仅能培养幼儿的绘画兴趣,

提高欣赏与认知能力, 更有利于促进幼儿创造力

与自信心的培养。评价的关键在于要掌握科学的

评价标准。幼儿的每幅作品都有其特定的含义,

教师或家长应充分理解幼儿绘画作品及创作心

理, 了解幼儿的绘画语言, 读懂幼儿的每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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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时对幼儿的任一创造表现都应加以肯定, 而

不能过分追求绘画技巧 , 更不能用成人“画得象

不象”的标准来评价幼儿作品 , 教师或家长应尊

重幼儿创作的意图和特点, 给予适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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