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以“美术活动”作为切入点呢？

《走向本真：幼儿园创意美术活动的建构与实践研究》课题

欣赏图片——出示范画——表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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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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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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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活动

      活动过程的观察与解读一、

      美术作品的观察与解读 二、



一、活动过程的观察与解读

2 通过观察，可以走进幼儿的内心深处

1 通过观察，可以解读幼儿的多领域发展



案例：《雨花石元宵》

1 通过观察，可以解读幼儿的多领域发展

B 健康领域

D 语言领域

A艺术领域

C社会领域

E科学领域

F 学习品质



一、活动过程的观察与解读

2 通过观察，可以走进幼儿的内心深处

1 通过观察，可以解读幼儿的多领域发展



2 通过观察，可以走进幼儿的内心深处



 缪京宸：我画的
楼房是晚上的楼房，
各家都开着灯，所
以窗户是亮的。窗
户的外面也有着防
盗窗。
   幼儿能够结合已
有的生活经验，联
系到晚上的楼房，
并涂黑表现晚上楼
房的特点，而且用
棉签将窗户外的防
盗窗表现了出来。

朱星潼：我画
的是晚上的楼房，
很暗很暗，都快
看不见了。
  这位幼儿刚开
始没有将楼房涂
黑，但是看到缪
京宸的画后，他
想到了晚上的楼
房，于是将楼房
全部涂黑了。

2 通过观察，可以走进幼儿的内心深处



2 通过观察，可以走进幼儿的内心深处

①处于独立创作阶段，能
够很好的去运用棉签，表
现防盗窗的细节。说明他
对棉签这个材料很熟悉，
也知道棉签比提供的毛笔
要细。

②处于模仿阶段的学习，
通过模仿同伴，并调动自
身的经验，去表现了晚上
的楼房。在他的后续发展
上，我觉得可以为他多提
供些独立发表见解、独立
创作的机会。

① ②



  有个女子去参观马蒂斯的画室，仔细欣赏完他刚完成的一
幅画之后，对他说：“这个女人的手臂太长了”马蒂斯立刻
回答：“夫人，您弄错了，这不是女人，这是一幅画”我们
当中有多少人和那名女子一样心不在焉的运用规则，却错失
眼前的杰作？不知道没有规则其实更好。
   孩子画画凭性情，靠灵感，所以孩子的画才纯真可爱，烂
漫自然，以至于让很多大师弯下腰来向孩子学习感慨：“天
真烂漫是吾师”。
   毕加索也说：“我一生都在向孩子那样学习画画”。

那副黑压压的作品，就这样肯定，老师不需要再说些什么了吗？

马蒂斯

2 通过观察，可以走进幼儿的内心深处



  儿童观（理解儿童），教育观（教育方法）

理解先于教育，正确的儿童观，正确的教育观。



 美术活动

      活动过程的观察与解读一、

      美术作品的观察与解读 二、



二、美术作品的观察与解读

2 如何去观察、解读儿童的“美术作品”？

1 “美术作品”从哪里来？



示范画

自己的想法

基本步骤：

欣赏观察

感知体验

表现表达

1 “美术作品”从哪里来？

or



1 “美术作品”从哪里来？

小 班



1 “美术作品”从哪里来？

中 班

    幼儿园里的小竹林



1 “美术作品”从哪里来？

大 班

         解放军



二、美术作品的观察与解读

2 如何去观察、解读儿童的“美术作品”？

1 “美术作品”从哪里来？



2 如何去观察、解读儿童的“美术作品”？

首
先

了解“幼儿园常见的儿童美术作品”有哪些？

①绘画：

  工具材料上看：水彩画、水墨画、写生画……

  作品形式上看：连环画、想象画、拼贴画、图画日记……

②手工：油泥、陶塑、剪纸、编织、印染、包装、拼贴、服

装……

最
后

其
次

通过观察幼儿“美术作品”，可以解读出什么？

（1）幼儿不同领域的发展水平（与“美术活动过程”一样）

（2）幼儿的兴趣点（对材料感兴趣or对某个事物感兴趣……）

（3）幼儿的情绪情感（高兴or伤心or思念……）

（4）幼儿的性格（画画布局：大胆、拘谨……）

（5）幼儿空间能力（立体、平面）

      ……

三个案例分享，

 我是如何解读幼儿

“美术作品”的？



01   小区楼房

02      管子拼贴画

03   万圣节的鬼怪

2 如何去观察、解读儿童的“美术作品”？

最
后

三个案例分享，

 我是如何解读幼儿

“美术作品”的？



第一家
第二家

01 小区楼房



毛笔、宣纸 颜料、水粉纸 即时贴纸条、黑色卡纸

01 小区楼房



周子萱：我画的楼房
是长长高高的，它的
边上是蓝色的，红色
的是墙上的瓷砖，窗
户是彩色的，有白色，
灰色，绿色，黄色。
    幼儿能够结合已有
经验，设计出高高的
楼房，在窗户颜色上
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和
创作。每一层的窗户
颜色都是一样的，很
好的掌握了对称概念。

张斯博：我画的楼房

是有点弧度的，外面

装着玻璃，散发着彩

色的光。
    幼儿设计的楼房形
状不是直直的，而是
有弧度的，与嘟嘟家
的楼房外观很像。因
为楼房外面装着玻璃，
所以会散发着彩色的
光，光用了五颜六色
的色彩去表现，有一
种光芒万丈的感觉。

01 小区楼房



潘思阳：我设计了两
栋楼房，用的是长长
的即时贴做成房子的
形状，里面短短的是
窗户。
   幼儿能够用细细
长长的即时贴拼贴成
房子的形状，同时，
能够看出孩子撕即时
贴时用的力度和抓握
的方式很好，撕下来
的即时贴边缘很整齐，
小肌肉发展的很好。

李璇：我设计的楼房
有的高，有的低。一
栋一栋连接在一起。
   幼儿能够有意识的
将即时贴纸撕成长短
不一，表现出不同楼
房的高低。整个过程
中，非常的有耐心，
紧凑有序的去进行粘
贴，表现出一栋一栋
的楼房连接在了一起。

01 小区楼房



01   小区楼房

02      管子拼贴画

03   万圣节的鬼怪

2 如何去观察、解读儿童的“美术作品”？

最
后

三个案例分享，

 我是如何解读幼儿

“美术作品”的？



02   管子拼贴画



（解读：计划性；手部精细动作发展；学习品质；空间布局……）

02   管子拼贴画



01   小区楼房

02      管子拼贴画

03   万圣节的鬼怪

2 如何去观察、解读儿童的“美术作品”？

最
后

三个案例分享，

 我是如何解读幼儿

“美术作品”的？



     

03  万圣节的鬼怪

（1）  绘画作品

（2） 自制服装作品

（3）  油泥作品

（4） 记录本作品



     戏剧教学策略（角色圈）：一起塑造角色（身材、服装、头发、性格、声音……）

（1）  绘画作品



解读：
①孩子们都很有
自己的想法，每
幅作品都有自己
观察的特点；
②线条很流畅，
很大胆；
③注意细节的刻
画：幽灵有着抖
抖的线条；木乃
伊全身包裹，包
裹的方式不一；
蝙蝠的翅膀表现
不一；吸血鬼的
红色獠牙和红色
披风……）

（1）  绘画作品



解读：
①喜欢绘本，才
会想去舞台上表
演，才会想到用
绘画的方式去制
作挂牌；②角色
形象更加鲜明，
表现角色的特征
更为细致，色彩
也是不一样的：
线条、单色、多
色；③更加有想
象创造力，能够
对角色赋予自己
的理解，比如：
木乃伊不是白色，
可以是彩色；幽
灵不是透明或白
色……

（1）  绘画作品



（2）自制服装作品



（2）自制服装作品



（2）自制服装作品



（2）自制服装作品



（2）自制服装作品



（2）自制服装作品



（2）自制服装作品



解读：

①因为亲身体验，

所以刻画的更为

细致，尤其在细

节方面更为突出，

能表现自己服装

的特征；

②有三位孩子画

了侧面（蝙蝠的

尾巴、女巫的披

风和扫把），水

平层次更为高级。

（2）自制服装作品



美
工
区

（3） 油泥作品



美
工
区

解读：
①平面、立体，
层次不一样；
②手部动作灵
活协调：搓、
团、压、捏、
粘贴、镶嵌、
盘绕、刮等精
细动作的发展；
③细小细节的
刻画：蝙蝠牙
齿、骷髅人。
④学习品质：
专注投入、乐
于想象和创造。

（3） 油泥作品



（4） 记录本作品



（4） 记录本作品



（4） 记录本作品



（4） 记录本作品



（4） 记录本作品



（4） 记录本作品



（4） 记录本作品



（4） 记录本作品



（4） 记录本作品



（4） 记录本作品



（4） 记录本作品

解读：
①孩子的兴趣点
不一；
②加入了故事情
节的想象；
③隐射了家庭状
况及心情的变化。



（4） 记录本作品



结束语

参
观
超
市





   孩子都是天生的画家，不要因为
我们的读不懂，而扼杀了他们的天赋。
   不单单只是在美术活动上观察和
读懂儿童，一日生活皆课程，让我们
做一位懂儿童的成人吧！



感谢您的倾听

请提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