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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绘画是人类从事艺术活动的一个特殊阶段，它反映

儿童的天性，表现出儿童的形象思维，既是儿童用来表达思

想感情的视觉语言，也是儿童表现自我和与人交流的一种较

好的方式。因此，不难看出绘画对儿童成长的意义所在。怎

样才能使儿童拥有一个天真、率真、活泼、多彩、真实的绘

画世界呢？论文基于此展开探讨。

2 走出儿童绘画认识的误区，使之树立成功的

信心

当前，有很多学生在校外辅导班学习绘画，在校外辅导

班学画过程中，大多数儿童都被家长的认识经验所支配。家

长用成人的审美观念来评价儿童的作品，即所谓的“像不像”，

片面地判定儿童的优劣，甚至左右儿童学画的过程和结果。

这种对儿童画审美评价和认识偏差，不仅扼杀了儿童对绘画

童稚的认知和率真的想象，也抑制了不断发掘儿童的绘画潜

能，不利于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健康地发展。

因此，教师对于儿童绘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审美评

价，不断加强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让不同绘画工具和材料的

使用融于动手实践中。同时，教师要培养学生相信自己会成功

的信心，让学生大胆去画，即便是随意去涂鸦，也不要轻易批

评和指责。画得好和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儿童敢于去画，

让他们在轻松、愉悦的心态下有勇气和信心完成作品。

3 探索儿童绘画教学方法，激发儿童学习绘画

的兴趣

儿童绘画教学并非纯粹意义上教会儿童完成一幅绘画作

品，而是根据儿童年龄特点形成相应的绘画能力。运用科学、

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在儿童意愿的基础上发挥其主观能动

性，让他们在愉快、和谐的氛围中学习。

3.1 选择合适的情景，激发情趣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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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感到自己是一个发现

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则特别

强烈。”作为教育者要给儿童提供这种机会，要尽量给儿童“发

表”的机会，让他们讲画、评画、欣赏画，体验创作成功的

审美感受。

3.1.1 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故事设置情境

儿童对故事都比较感兴趣，在指导儿童绘画时，用生动、

形象的语言描述故事，诱导学生置身于故事情境之中。这样

儿童在听故事的同时，又能自由作画。

例如，在教授三年级美术《童年》这一课时就利用故事

形式，引导儿童用故事的形式讲述自己的童年趣事，通过生动、

形象的语言描述可以激起儿童的创作热情，情境之中儿童的

作品就更具有童趣魅力。

3.1.2 播放动听的音乐创设情境

音乐是感性、内容占优势的艺术。音乐的语言极为微妙，

也是极为丰富，具有强烈的情绪感染作用。在儿童绘画中有

选择性地播放一些音乐，用音乐和旋律美去感染儿童，可以

使儿童的绘画增强艺术感。在学习四年级《亲亲密密一家人》，

课中可以播放大家熟悉的音乐《吉祥三宝》，学生可以边听

音乐，边体会一家人的亲密无间和温馨的生活场面，激发他

们对家庭的热爱。随着舒缓的乐曲，用柔和的线条与色彩表

现出家庭的温暖和无法割舍的亲情，并教育他们做一个孝顺

的好孩子，这样不仅让他们学会了画，更懂得了如何去做 [1]。

3.1.3 活动游戏，激发思维。再创情境

从儿童的心理特征来看，儿童具有伴随游戏进行绘画的

特点，在儿童教学中，可以适当地引用一些室外活动，激发

儿童的童趣、童真。以此为出发点，创设情境，诱发他们内

在的学画热情，拓展他们作画的思维空间。

例如，可以带领他们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的游戏，组

织学生去春（秋）游、儿童游乐场去玩等。让他们亲身感受

活动、游戏过程的愉悦。在玩中学画，可以产生强烈的心理

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通过自由发挥，画出内心的感受，

并且同时激发学生对事物的观察、比较、分析的能力，提高

学生对物象的认识水平和绘画表现能力。

3.2 启发儿童天真的想象力，鼓励创新

艺术创造需要艺术想象，在儿童绘画教学中，我们发现

每个儿童都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只要我

们正确的引导，儿童绘画想象力的潜能就能得到发掘。以联

想引导学生想象。教学中要引发学生学会联想，确定题目后

可以从故事内容、色彩感受、情趣感染、肢体感触等去引导。

例如，三年级美术《连环画》这一课，首先让同学去观

察、发现身边的事情，再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来，然后看课件。

分小组讨论怎样把身边的故事编成连环画；启发学生联想，

如故事发生的原因、过程、结果是怎样的？鼓励学生运用卡

通、漫画、童话等形式去表现。采取合作或独立的方法都可以，

最后推荐小组优秀者给全班同学讲自己编的故事。这样学生

的想象力会更加宽广，作品也会更有创新意识。

新颖的作品来自大胆的想象，想象力在美术中的地位是

不可低估的。如果儿童展开想象的翅膀，借助美术这支神奇

的彩笔，描绘出生活最好最美的一切，自由自在的宣泄自己

对生活的热爱，那么一张张漂亮的儿童画正是我们老师想得

到的东西。另外，在指导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学生想象力的

启迪、创造力的培养，只有这样美术教育才能达到培养学生

创造力的目的。

3.3 借助多媒体课件教学，化解绘画难度

有研究表明，多种感官并用学习效率最高，视听并用的

理解记忆远远大于光看、光听的记忆率。多媒体课件声像兼备，

既直观又生动，极易引发学生兴趣。在教学中适当地运用这

一手段是十分有利于儿童绘画教学的。

例如，在学习《生活中的色彩》时，学生对于色彩还处

于模糊的阶段，只知道几种经常看到的颜色，而对于冷、暖

色更是一无所知，为了让学生了解得更明白，在这时利用多

媒体课件直接把不同的色彩板书在电脑上，并联系生活实际

配出不同颜色的事物。加上激情和舒缓的音乐，让学生用事

物和音乐代表哪是冷色，哪是暖色，这样学生在看和听的过

程中，把难点变成了易点，画起来就简单多了。

3.4 选择多种材料和表现手法提高学习兴趣

以前的儿童绘画大都用蜡笔、铅笔、彩笔进行作画，绘

画工具比较单一，绘画语言比较单调。随着课程的改革，新

课程的实施，新的课程带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如油画棒、

彩色铅笔、水粉颜料、中国画工具、剪贴画、纸版画、印染

画、彩泥等，新的材料大大拓展了儿童的绘画语言，激发他

们学画的兴趣，刺激他们的创造力。在表现技法上，以前大

多是平涂，而教师现在可以教他们多种表现技法：渐变式、

水粉笔塑造、中国画渲染等，鼓励学生用多种材料去表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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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题材。这样绘画形式丰富了，作品也更有激情和灵气了，

学生兴趣也更高了。

4 大胆灵活、合理地利用教材

儿童爱画画，确切地说是喜欢那种无拘无束信手涂鸦的

快乐。儿童喜欢学画，是因为他们渴望借助这无声的语言来

宣泄自己的情感。一幅儿童画，能体现出儿童的情感、审美

和人生观。为了让他们画的有自己的特色，画的与众不同，

教师就要努力探索其规律。在进行儿童绘画教学时，可以根

据教学的特点和自身的要求大胆、合理地利用教材，可以把

一课的内容换作几课时上，也可以把几课时归纳为一课时，

鼓励用不同材料完成。也可以把一般的技能课转化为创作课

完成。

例如，在上电脑绘画课，对于农村的学校来讲，条件有限，

不可能人手一台电脑或者有的学校根本没电脑，那教师就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把这节课的材料改成生活中常见的，大家一

起来完成，也许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惊喜。

总之，儿童绘画教学应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用

完全放松的心情、充满丰富的想象力去画，才能发挥学生的

潜能，让他们感受到美术的魅力，达到陶冶情操、提高审美

目的 [2]。

5 采用积极评价机制，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儿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他

们用稚嫩的双眼观察周围的世界，用自己最纯真的情感去感

受世界。作为教师，要呵护他们的原创力，尊重他们的个性

发展，千万不能把儿童最宝贵的“拙、苯”改掉，要让儿童

真正喜欢画画，必须纵容他的“乱七八糟”，赞美他的“与

众不同”。所以，在作品的评价中，要采用积极、健康的评

价机制，以前教师的评价都比较直接和单调，经常用分数来

作为评价，感觉比较死板，不够新颖，学生也提不起兴趣，

常此以来对分数越来越麻木。因此，笔者在评价中就做了新

的改变，用★表示，总共五个等级，最高★★★★★，笔者

在批改时分数拉的也不大，这样不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当

然不太大的距离，对学生来说也会相互比较，每次发完画，

都会在私下教劲，看谁得的星多，增强了竞争意识，作品也

会越来越认真和出色。同时，在每次批完作品后会写上一些

简单的评语，如“你画的真棒！”“画得很不错，下次继续

努力！”“老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相信你的作品会越来越

优秀的”，等等。这样一些简单的评语会给学生带来极大的

动力，增强了绘画的热情，这也让笔者感受到教师不能吝啬

手中的分数和激励的语言，多一点宽容和鼓励，学生就能变

得更出色 [3]。

6 结语

综上所述，儿童绘画是人类儿童阶段不可忽视的行为，

具有独立性和审美性。教师只有不断地研究其规律，给予儿

童正确的指导，让儿童的绘画能力和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使

他们具备一定的素养和创造能力，为儿童绘画的百花园增添

新的绚烂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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