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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评价对幼儿绘画活动的影响

康 　婧
(内蒙古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 ,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 　要 ] 　绘画是幼儿生活与教育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是他们借助五颜六色的画笔来

表示自己认知世界和个人意愿的特殊形式。幼儿绘画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在绘画过程中 ,成人对其

作品的评价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年龄越小 ,越依赖于成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 ,并往往把这种评价当

作认识自己的重要依据。积极肯定的评价与恰当的指导 ,会使幼儿获得心理满足 ,增加学习兴趣和信

心 ,提高绘画能力与技巧 ;而消极否定的评价 ,则会使幼儿产生对自己能力的怀疑 ,甚至是自卑心理。

影响幼儿的学习兴趣和绘画情绪 ,不利于绘画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因此 ,成人一定要高度重视自己对

幼儿绘画作品的正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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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画是幼儿生活与教育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内容。对幼儿来说 ,绘画是有趣的游戏活动。是他

们借助五颜六色的画笔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方式 ;也

是他们对客观事物认知、理解的特殊方式。幼儿对客

观事物的认识和现实生活的体验 ,是他们绘画表现的

源泉。在幼儿绘画中表现出的童趣和稚拙正是幼儿

绘画的精髓和儿童画的独特风格。幼儿绘画与成人

不一样 ,幼儿把绘画看做是一种好玩的游戏活动。因

而在绘画中他们随心所欲 ,尽情表达 ,有些图画在成

人眼里是很荒唐的。但对幼儿来说 ,只要符合他们的

心理、能够表达出他们的感知 ,满足他们的愿望就是

对的 ,就是合情合理的。正因为幼儿能够在无意识中

表现出他们自己内心的纯真与天真 ,他们的“作品”才

能够感人 ,才能够体现出幼儿绘画的特性 ,这是成人

在理性状态下所无法模拟的。

在幼儿绘画过程中 ,成人的评价对幼儿产生着极

重要的影响 ,越是年龄小的儿童越是依赖成人对自己

的评价 ,并把这种评价当作认识自己的重要依据。

　　一、积极肯定的评价与恰当的指导 ,对幼儿绘画

活动产生正面的影响

　　在幼儿绘画过程中 ,特别是对其完成的作品 ,给

予积极肯定的评价和适当的指导 ,会使幼儿获得一定

的心理满足 ,增加学习兴趣和克服困难的信心 ,提高

他们的绘画能力与技巧。

1.要正确理解幼儿绘画的意图。幼儿绘画有其

独特的看待和理解事物的方式。例如 ,一位小朋友在

画“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的画时 ,画中的小老鼠偷吃

油的表情和动态都很有趣。可是在油灯下又画了许

多不成形状的线条 ,看起来似乎不那么美观。教师在

评价这幅画时 ,并没有主观地否定这些“乱线”,而是

问幼儿为什么画了这些“线条”。幼儿说 :“这些是棉

花 ,小老鼠要是从油灯上掉下来 ,就不会发出声音 ,猫

就不会发现它了。”老师听了茅塞顿开 ,觉得很有意

趣 ,便表扬这位小朋友想得妙。可见 ,幼儿绘画的每

一笔都是有其用意 ,代表着一定的事物并赋予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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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和想象的。成人在评价幼儿绘画时 ,切不可盲

目地下否定结论 ,而是要客观地、切实地理解幼儿绘

画时的想法和动机 ,有针对性地对其做出符合幼儿心

理的评价。即使真的发现有错误的地方 ,也应当巧妙

地给予恰当的指导 ,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因此 ,成人

在看幼儿绘画作品时 ,不要未搞清幼儿意图之前就过

早地下结论。要考虑幼儿绘画的意识性 ,做个有心

人 ,走进幼儿的童心世界 ,去感受他们内心世界的丰

富多彩 ,激发他们的神思妙想。

2.要在精神上支持与鼓励幼儿的绘画活动。幼

儿绘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特别是技巧方面 ,无疑会

出现许多毛病和不如人意的地方。成人对其作品的

评价绝不能一味地或经常地批评。在幼儿绘画中 ,兴

趣的培养是占首位的。如果幼儿的绘画活动和作品

经常受到老师和父母的表扬 ,他就会感到自己有绘画

的能力 ,也容易培养他的绘画兴趣并坚定他的绘画信

心。这样才能从想画、爱画到敢画 ,从而走向画好。

否则他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 ,甚至产生自卑心理

而不想画和不敢画。特别是当幼儿自己都认为没画

好或遇到困难时 ,更应该多给予正面鼓励 ,树立画下

去的信心。

　　二、消极否定的评价对幼儿绘画活动的负面影响

　　1. 容易打击幼儿绘画的积极性。幼儿在绘画过

程中 ,不论其能力、水平高低 ,都倾注了自己极大的热

情。当他们自认为完成了一幅“杰作”后 ,同样热切地

想得到成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和欣赏。如果成人表

现出不感兴趣或仅以简童的画得像不像论“英雄”,势

必会挫伤幼儿的绘画兴趣和积极性 ,使幼儿的自尊心

和兴趣受到伤害。久而久之 ,幼儿会形成不感兴趣或

逆反状态。

2.容易挫伤幼儿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幼儿虽然

受认知能力和思维发展水平的限制 ,自我认识和评价

能力低 ,但每个幼儿内心是丰富的 ,是愿意受到尊重

和鼓励的。当幼儿受到成人 ,尤其是老师和家长的经

常性批评时 ,其自尊心和自信心也会受伤害。成人应

当以一颗宽容的心去欣赏和评价幼儿的作品 ,特别是

在幼儿绘画遇到困难、画不下去时 ,更要给予必要的

鼓励和帮助 ,以坚定他们的自信心和克服困难的勇

气。一味地批评、训斥、否定只能使幼儿变得越来越

缺乏自信 ,甚至产生自我否定的心理 ,不利于幼儿身

心健康发展。

3.容易阻碍幼儿的想像力、创造力的发展。幼儿

的绘画过程也是幼儿用自己的眼光和生活经验去体

会并进行再创造的过程。有人说幼儿是“变形画的天

然大师”,是有道理的。如果成人看到幼儿作品中的

“变形”,不能理解幼儿变形画的意思 ,则不能轻率地

去评价他们的作品。按成人的思维和标准去评价幼

儿画 ,往往会将许多富有亮点的想像和创意扼杀。例

如幼儿将太阳画得五颜六色而遭到成人的批评时 ,幼

儿却说 ,我用三棱镜看到的太阳光就是彩色的 ,为什

么不能画成五颜六色的呢 ? 对于幼儿绘画中的想像

力和创造力 ,成人应多问问 ,多听听幼儿这样做的道

理 ,不要因为我们的评价阻碍了幼儿自由想像的翅膀

和大胆创造的精神。

4.容易使幼儿失去探索与创造精神。培养幼儿

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是 21 世纪的时代要求 ,也是我们

鼓励与指导幼儿绘画的原则。幼儿对外界事物充满

了好奇与探究 ,他们的绘画过程充分表现出对外部世

界的稚嫩感受。如他们在想 :人为什么不能像鸟儿一

样既会走又会飞呢 ? 要是有双翅膀能飞到月亮上去

看看该多好 ? 于是他们的画就出现了人长双翅向月

亮飞去的情景。敢想、敢画正是幼儿探索与创新的翅

膀。我们要尊重和鼓励这种探索与创新 ,适当地给予

一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而不能用“画得乱七八糟”、

“难看死了”来否定他们的探索和创新。因此 ,我们应

转变评价观念 ,把敢于探索 ,大胆创新作为真正反映

幼儿绘画水平的重要标志。有人说 ,表扬画得像的人

最多可以培养出一个画匠 ,而表扬敢想敢画、敢于创

新的人 ,才有可能培养出一个杰出的画家。

总之 ,在幼儿绘画过程中 ,成人的表扬、鼓励、批

评、否定都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和催化作用。恰当的

表扬与鼓励将会使幼儿的绘画兴趣转化成绘画的动

力和创造力 ,使幼儿不断地画出好作品 ;而不恰当的

批评则正好相反。让我们都能正确地看待幼儿的绘

画活动 ,认真地去欣赏他们的作品并做出恰当的评

价 ,让幼儿在绘画活动中充分体验到快乐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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