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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的人格心理发展的八个阶段理论被学界广泛

认可并加以应用，这也是我们开展美术教育活动的心理学基础。

埃里克森归纳的幼儿期从三四岁到六七岁，这个阶段的孩子刚好在上

幼儿园。这一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是获得主动感，克服内疚感，培养良好的

人格特征。

 在这个阶段，儿童基本学会了哪些行为是许可的，哪些行为又是不许可

的。如果老师、父母鼓励儿童的独创性行为和想象力，那么儿童会以一种健

康的心态走出这个阶段。否则，儿童就难以在今后的发展中树立自信，以致

他们在准备做种种行为时总是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进而产生内疚感。

    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如果幼儿表现出的主动探究行为得到鼓励，

幼儿就会形成主动性，因而就有“目的”感。埃里克森把目的定义为：“一

种正视和追求有价值目标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为幼儿想象的失利、罪疚感和

惩罚的恐惧所限制。” 

  与之对应，美术教育专家罗恩菲尔德（V.Lowenfeld）对儿童的美术能力发

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其中前图式期（4～7岁）与埃里克森的幼儿期基本吻合。

根据罗恩菲尔德的理论，在此阶段，儿童观察事物时会表现出强烈的自

我中心倾向，并开始对事物进行象征性描绘，如用圆圈代表人的头或太阳或

饼干等。儿童所画的图形没有表现出远近、立体感，而且将自己看不到却知

道的东西也画出来（一般没有基底线）。

“自我中心”“象征”“想象”“主动”“探究”“独创”“画我所

知”等，这些词是我们儿童画教学上的关键词。

此时的儿童处于自我中心期，意味着他们正在建构自己基本

的自信和思维方式。这个时期是人格心理

透过现象看本质
——对儿童画规律的一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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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的关键期，儿童通过主动探究把自己与外界联

系起来。由于个体能力正在形成、提高的过程中，所以需要借

助象征、想象来完成这个过程。 

我们把儿童美术活动看成幼儿自我学习、探究、建构和表述的过程。任何

纯粹以美术学科目标为导向的评价都是武断的，因为这样往往会摧毁孩子们正在

建立的信心。

基于以上观点，我们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设计了一套应用型的课程体系，

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以单个物体的感知、联想为主。我们给孩子一个简单具体的物

象，这不是为了限制他们，而是以此为载体引导孩子们进行探究认知、发散联

想、自我创造。构图、造型、色彩等，也只是训练手段，关键还是为了育人。

因此，教师的评价很重要，要处处体现对幼儿独创性的认可和赞赏。

    第二部分以两个或多个物体的认知、联想、表现为主。对于色彩、构图、

造型等不做表面要求，但是要循序渐进，要“润物细无声”。总之，美术活动

最后要有视觉呈现。教师可以化解表面问题，根据作画过程和画面投射来研究

幼儿的内在世界。所以，儿童画学习进入一定阶段后，我们就应考虑追求一定效

果的课程结果。

   第三部分以故事、古诗等为载体，以激发创作灵感为主。在这个阶段，孩

子们的画面感基本没问题了，情境联想、语言表述等非常重要，这会对孩子们的

自信、形象思维、表述表现等起到很好的作用。

 另外，儿童画教学中的趣味性、游戏性也是很重要的，有助于激发孩子们

的兴趣，使他们积极参与活动并将知识内化，这是我们以后在教学实践中还要

继续努力完善的地方。

                                                                             作者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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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无彩色，掌握相关的知识

（白加黑产生灰，白色偏冷，

黑色偏暖，灰色为中性色）。

2．练习运用无彩色制作一幅以花

瓶为主题的装饰画。

    画中话

自然界中的颜色共分为两大类：一是

有彩色，二是无彩色。黑、白、灰大家都很

熟悉，但相对于有彩色来说，孩子们对黑、

白、灰的了解相对少些，其使用的频率也不

高。但是，黑、白、灰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在我们的色彩生活中起着“画龙点睛”

的作用。

第一课
熟悉又陌生
的黑白灰

工具材料

熟悉又陌生
的黑白灰

教学目标

黑、白、灰三色卡纸，剪刀，双面

胶，牙刷，黑、白、灰三色水粉，油

画棒，各种样式的瓶子图片，黑白老

照片等。

1

第
一
课  

熟
悉
又
陌
生
的
黑
白
灰



    教学过程

1．黑白老照片欣赏。教师讲解无彩色（黑、白、灰）的相关知识。

2．观察瓶子图片，分

析瓶子的基本结构（瓶口、

瓶颈、瓶身、瓶底）。

3．起稿。在黑、白、

灰任意一种颜色的卡纸上画

出花瓶；沿着花瓶的边剪下

来，将其贴在和花瓶的颜色

错开的卡纸上；在和底色不

同的卡纸上设计各种花和

杆，剪下花和杆并将其粘贴

在瓶口上方（注意花的位置

和大小）。

4．细节刻画。给花瓶、花瓣添加装饰细节。

5．修整画面。用卡纸或水粉区分出花瓣和花

心，增强画面的立体感；再用白色水粉将桌面表

现出来（可自己设计形状）。

6．背景。采用喷洒法处理背景（可喷，可

甩，可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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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作 品

刘亦菲（6岁）

严诗雨（6岁）汪心怡（6岁）牛瑾旖（6岁）

牛瑾旖（5岁半） 李思睿（6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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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灰色虽然不鲜艳，但是用其装点的画面看起来却很雅

致。教师可把大家的画并列展示，结合中国的水墨画给大家讲一讲黑

白艺趣。另外，针对每个孩子的画面进行具体、正面的评价。

可以让孩子们尝试在黑、白、灰的

基础上用一两种有色水粉表现一种花卉。

教师评价建议

课后拓展

马思雨（6岁）

姜皓辰（6岁）史哲宇（6岁）

陈治毅（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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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斑马的外形特征，表现斑马的各种动

态。

2．学习水粉干湿技法。

    画中话

黑白相间的斑马条纹使人看一眼便能留下深刻的

印象。本堂课通过观看斑马图片来了解它的外貌特征

和生活习性。观看非洲大草原上斑马奔跑的影像，可

以感受到大自然中生命的悦动和韵律。

第二课
斑马的世界

工具材料

斑马的世界

教学目标

水粉颜料（白），中号水粉笔，（灰/褐）卡

纸，油画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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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过程

1．欣赏图片和视频。

老师讲解斑马的特征以及

各种不同动态，引导孩子

们仔细观察斑马身体不同

部位斑纹的粗细和走向。

2．起稿。让孩子们

在纸的任意位置用白色水

粉起稿，先从斑马的头部

开始（斑马的头像个倒葫

芦），教师注意在每一步

强调它的特征，避免失

控；给斑马添加耳朵，

注意正面和侧面的耳朵

有差异；让孩子们根据头

部位置添加脖子、身体、

四肢；待水粉干后，让孩

子们用黑色油画棒或者水

粉把斑马身上的花纹画出

来，注意走向。

3．细节刻画。当画面动态大体完成、画面颜料干后，开始刻画斑马的细节。此

时，主要以斑马的斑纹为主，观察不同部位斑纹的粗细，尤其头部斑纹，必要的地方可

以用黑色油画棒进行调整。注意引导孩子们观察和表现斑马颈部的毛发。

4．修整画面。画面整体完成后，再次检查并进行修整，在运用油画棒的地方可适

当用手揉擦，使画面变得更加柔和、生动。

5．背景。可运用油画棒添加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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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作 品

陈玉晓（5岁半）

蔡恒冰（5岁）

汤博宇（5岁半）

杨言哲（5岁半）

周昱豪（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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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引导构图的过程中，

可以提醒孩子们在画面添加情感

交流的场景；然后让孩子们自己

讲一讲，老师再补充肯定。

教师评价建议

雷斯林（5岁半）

何哲琪（5岁半）

学生作品（佚名）

杨一然（5岁半）

何汇溪（5岁半）

可以尝试用其他颜色卡纸、牛皮

纸、素描纸来创作一张斑马图。也可

尝试用黑白纸撕贴的形式来表现斑马。

课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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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龟兔赛跑的故事及启示意义。

2．根据故事进行绘画表现练习，练习

场景创作。

3．练习用虚涂法表现地面。

    画中话

龟兔赛跑是一个经典

寓言故事，也是一个经典

话题。到底这次是乌龟赢

了还是兔子赢了？这是个

永远的悬念。我们可以让

孩子们讲这个故事，并完

成自己的绘本。

第三课
龟兔赛跑

工具材料

龟兔赛跑

教学目标

4开素描纸，油画棒，勾线笔，水

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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