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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厚生幼儿园位于北仑区小港街道，是一所集幼儿教育、家庭亲子教育、教育研

究等为一体的学前教育机构。

2001年以来，幼儿园教育教学发展迅速，在当地起到了很好的引领辐射作用，

并于 2010年正式被确立为“小港辖区中心幼儿园”。目前，幼儿园有 11个班，在职

教工 45名，352名幼儿。其中高级教师 3名，一级教师 15名。

建园 12年以来，幼儿园坚持以“轻松学习、快乐游戏、健康成长”为办园理念，

以“健康、快乐、卓越”为办园宗旨，以良好的艺术环境陶冶孩子的性情，以健康的

活动强健孩子的体魄为理念，使幼儿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近年来，幼儿园以水粉画教学活动为切入点，积极推进园本特色课程研究，努

力探索幼儿园美术教学的有效途径，确立“让画笔成为孩子表达思想的语言”的课

程理念，精心创建了 270平方米的内容丰富、功能完善的美术活动室。引导幼儿在

生活中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在美术活动中，我们充分尊重幼儿的个

性，鼓励他们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大胆用色彩语言予以表现，使幼儿逐渐形成富有

个性的审美情操，带领幼儿翱翔于七彩的绘画长廊，让画笔成为孩子表达思想的

语言。

通过多年实践和研究，幼儿园的水粉画教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多名教师的

水粉画教学研究文章在《学前教育》等期刊上发表，在宁波市、北仑区学科论文评

比中获奖，幼儿的绘画作品多次在各级比赛中获奖。幼儿园成功承办了各项美术

研讨活动。捧着这份成果，我们且行且思，一路追寻，追寻一条适合厚幼孩子的艺

术教育之路，追寻一套适合厚幼师生的美术教学活动方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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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化教学支架，冲破活动重难点

（四）教学课例篇

大班

感受色彩活动：色彩的明度渐变

名画欣赏活动：睡莲

水粉装饰活动：漂亮的椅子

主题水粉画活动：海浪

主题水粉画活动：美丽的森林

主题水粉画活动：影子精灵

主题水粉画活动：花与花瓶

主题水粉画活动：静谧的夜

主题水粉画活动：晨曦

主题水粉画活动：我的妈妈

中班

常规学习活动：认识“新朋友”

水粉装饰活动：漂亮的袋子画

水粉装饰活动：美丽的小花伞

线条拖画活动：风筝

水粉绘画活动：熊猫的花布店

玩色活动：颜色找家

主题水粉画活动：鲜花朵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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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画活动：花蝴蝶

手指刷画活动：妈妈的项链

水粉绘画活动：美人鱼的家

沥糊活动：线条扭扭舞

水粉拓印活动：漂亮的手帕

吹画活动：有趣的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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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世界

美丽花园

小猫嬉戏

冰雪世界

小鸭戏水

葵花向阳

风中的树

秋的落叶

昆虫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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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的色彩

帅气的我

京剧脸谱

乌龟趣事

小马嗒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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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美术教育是培养创造力的最具成效的学科之一，是培养儿童创造意识和创造

能力的良好渠道和途径。幼儿创造性的表现，是通过其对美术工具和材料的操作

实现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艺术”部分中指出：提供自

由表现的机会，鼓励幼儿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象，

为了使幼儿在绘画活动中更好地表现和创造，教师不断地寻求适合幼儿使用、为

幼儿所喜欢、促进幼儿创造性充分发挥的各种绘画的形式和材料、工具。于是，水

粉活动这一以前主要为教师使用的绘画形式，开始出现于幼儿绘画的领域，并呈

现出越来越被普遍使用的发展趋势。

发展作用

水粉画的色彩瑰丽，柔润饱满。水粉颜料不需要使用过多的技法，容易调和。

幼儿轻易就可以调出千百种丰富的色彩。厚涂能像油画一样具有遮盖力，并且也

有较强的附着性，薄铺时又似水彩那样流畅和滋润。它像魔术般变化无穷，激发起

幼儿浓厚的绘画兴趣，促进了幼儿的造型、构思、构图能力以及观察力、想象力和

创造力。

水粉画将色彩运用发挥到了极致，色彩的搭配、调和直接影响水粉画的画面

水粉教学活动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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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从水粉画的色彩规律性入手，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引导，是幼儿色彩教学

活动中非常有效的手段，它能快速提高幼儿的色彩能力，而色彩与幼儿智力发展有

着密切的关系。有研究表明，在黄、橙、浅蓝、浅绿等色彩环境中成长的幼儿的智商要

比在暗淡、压抑的黑灰色环境中生活的孩子智商高许多袁平均能高出 14左右。而且

在前一种环境下生活的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要明显好于在后一种环境下生活的孩

子。因此教师应有意识、有目的地在水粉画活动中引导幼儿掌握一些运用色彩的技

能技巧，提高幼儿的色彩表现能力。

概念界定

幼儿园以水粉颜料为主材料，开展多种形式的美术活动。它有别于成人眼中

的“水粉画”。我园所定义的水粉画教学即“所有运用水粉颜料为主材料的美术创

作活动”。

教学形式

1. 玩色活动：即运用水粉颜料徒手玩色活动，如手指点画、手掌按画、握拳抹

画等；还包括运用各种拓印工具进行的拓印游戏；也还包括运用各种除了水粉笔

以外的其他工具来进行的玩色游戏。

具体的种类有：

吹画：在光滑的白纸上，滴上多种不同颜色的水粉颜料，用吸管在颜料上吹，

颜料各自成各种变化无常的形态，有的像太阳，有的像树、小鸟、花等。两种颜色吹

在一起，变成另一种颜色，另一种形态，如蓝色与黄色相碰，变成绿色的小草。效果

出得快，掌握方便，且通过该活动，能让幼儿直接感受三原色的变化过程，又能培

养幼儿的想象力。如果老师让幼儿在吹塑纸上吹画，效果将更明显。

印画：在树叶、旧积木、萝卜、瓶盖、幼儿的手、脚等上，涂以幼儿喜欢的水粉色

彩后把它印在白纸上。如在三角形的积木上涂上红色，正方形的积木上涂上黄色，

印在一起，就成了漂亮的房子。又如教师在大纸上画上树干，幼儿把捡来的树叶涂

上色彩印在大纸上当树叶，最后变成了童话中五颜六色的树，效果非常突出，幼儿

学习积极性也很高。我园小班的小朋友用各种雪花积木印出各种颜色的小雪花，

孩子们玩得可开心了，效果也很不错。

染画：用生宣纸或卫生纸蘸上漂亮的水粉颜料，色彩在宣纸上自然渗开，产生

动态效果，幼儿能直接观察到色彩流动的过程，提高幼儿玩色的兴趣。如：教师事

先把宣纸剪成蝴蝶状，请幼儿在纸的中间用铅丝扎起来，成为一只白蝴蝶，然后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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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去蘸自己喜欢的颜色，颜色自然渗开，就变成了绚丽多彩的花蝴蝶，幼儿从中体

验到色彩渗开后色彩缤纷的效果，进而刺激幼儿去追求意想不到的色彩变化。

刷画：用积木和塑料片或其他废旧材料、吸管、毛线在纸上组合出主题，用牙

刷蘸色，靠在硬物上将颜色溅到纸上的空白处，产生水珠四处飞溅的效果，拿掉纸

上的积木等物品，露出空白处，就是一张有趣的刷画，幼儿非常感兴趣。

线绳画：把线绳放在颜料中浸透，然后取出，放在纸上拖，留下各种不同颜色、

不同粗细的轨迹，错综复杂，充满了幻想，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线绳画也可

以把蘸满颜料的线绳放在纸上，然后在线的中间，用一根小牙签，朝着一个方向

拖，这样将会出现一个渐变的三角形面。有线与面的结合，如此用不同的颜色重复,

最终将会出现许多渐变的三角形面相互重叠，达到一种良好的画面效果。

滚珠画：选一张自己喜欢的彩色纸作为底纸或给白纸涂上底色，放在鞋盒里。把

玻璃弹珠蘸满各种颜料，然后把玻璃弹珠放在鞋盒里慢慢地任其自然转动。珠

子滚过后留下的各色轨迹，也将是一幅非常自由美丽的画。还可以用木珠、乒乓

球等工具。

撒盐画：盐溶在水里，会产生像蒲公英盛开的效果，因此，教师在蜡笔水粉画

的基础上，可以在水粉还未干的情况下撒上盐，让底色看上去像天空飘起鹅毛大

雪一样。

另外，我们老师还利用一些废旧物品让幼儿玩色。例如：在废旧牛奶瓶上画

画、在石头上涂色等，教师就是让幼儿充分感觉玩色工具的多变，从而培养他们对

绘画活动的兴趣，满足他们客观发泄的需要，有一种新鲜、好奇的体验。

2. 绘画活动：幼儿以画笔为主要工具，运用水粉颜料在各种材料上进行绘画

活动。

绘画种类有：

水粉绘画：材料为画笔和铅画纸，幼儿根据名画进行临摹，或者根据主题进行

创造性想象，最后绘画出完整的作品。

沥糊画：沥糊画是以凸出的线条为作画媒介，润色时是色与色之间的界限。作

画时，幼儿根据构图要求使沥糊材料从工具口中沥出在画布或画板上。沥糊线条

的粗细均匀全是手上功夫。虽然沥糊画创作过程是脑与力相结合的过程，但沥粉

材料的稀稠也是作画成功与否的关键，从中更能培养幼儿多方面的技能。

版画：吹塑版画是用笔在吹塑纸上用力地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把画好

的版放在报纸上，再往版上滚油墨（也可用油画颜料），滚好后，拿一张白纸在版上

用力印，注意要均匀，把版放在一张画纸上，盖上印线，再用水磨或钢勺代替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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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纸上压，压好后揭起白纸，就是一张版画。检查印的效果，如不理想，再滚少量油

墨。毛线版画先在画报或挂历纸上画出物体的形状，然后用剪刀剪下各部位，进行

排列、粘贴，用毛线粘在画上，等干透后滚上油墨，把上好墨的画放在干净的报

纸上，盖上白纸，用硬物摩擦，个别地方可用手指压一压，掀开，一张美丽的画就

完成了。

水粉装饰画：采用固定颜料却不固定作画材料的形式进行拓展。为此，收集了

多种拓展材料。如：一次性纸盘、面具、葫芦、酒瓶、椅、凳、礼品袋、白色体操鞋、遮

阳伞等各种适合用来平面作画的材料。让孩子们利用画笔和颜料进行平面装饰

活动。

3. 水粉名画欣赏：让幼儿欣赏一些贴近他们生活又便于理解的优秀画家的名

作，对提高幼儿的审美力是十分重要的。还可以对于作品的主题和美术知识有所

了解。

还可以让幼儿根据名画造型、元素进行创造。幼儿园开展了“我看大师的画”、

“我跟大师学画画”这两种形式的名画欣赏活动。如凡·高的《向日葵》、《星月夜》、

莫奈的《睡莲》、《日出·印像》等等。

教学目标

小

班

第一

学期

1.通过水粉游戏学习色彩知识，引发幼儿对颜色的感知，激发幼儿对水

粉教学活动的兴趣。

2.学习用棉签、瓶盖、手指等进行涂鸦，在涂鸦过程中充分体验水粉活动

的乐趣。

3.认识五种常见的颜色，培养初步的色彩能力。

第二

学期

1.通过水粉游戏学习色彩知识，引发幼儿对颜色的感知，激发幼儿对水

粉教学活动的兴趣。

2.认识七种常用色，培养初步的色彩感受能力。

3.学会用水粉笔画简单的线条及圆形图形。

4.认识水粉工具，知道它们的用法。

中

班

第一

学期

1.学习用三种以内的颜色作画，提高色彩的观察感受力，区别色彩的深

浅对比。

2.引导幼儿尝试运用色彩、线条以及简单的水粉画图形，表达自己的情

绪体验。

3.学习水粉工具的用法，并学习简单的水粉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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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班

第二

学期

1.熟练地掌握水粉工具的使用，有一定的自主能力。

2.学习简单的配色，取得较好的画面效果，提高幼儿的色感和配色意识。

3.学习圆形、三角形等简单图形的组合。

大

班

第一

学期

1.学习用五种以内的颜色作画，提高色彩的观察感受力，提高幼儿的配

色能力。

2.增强幼儿活动信心,激发幼儿创作水粉画的兴趣。

3.学习简单的调色，感受颜色变化的多样性，掌握简单的调色技巧。

4.学习简单的构图，提高幼儿的构图能力。

第二

学期

1.幼儿能够自主地开展水粉画活动,以情景画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

2.学会点、摆、厚涂等技能方法，体会渐变色的特点。

3.尝试评价自己或同伴的作品，并从审美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见。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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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二
︶
环
境
创
设
篇

环境是最好的老师，是影响孩子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幼儿园的环境不仅是

生活的场所，更是幼儿表达情感、追求真善美的艺术空间。美的环境既能带给幼儿

视觉享受，更能为幼儿水粉画的创作激发灵感。

一、园所环境，艺术无处不在

作为一所以美术教育为特色的幼儿园，园所环境是面向社会各界展示幼儿园

特色的窗口。它包括大门、走廊、角落等等。楼梯间、走廊可以成为展示幼儿作品的

空间，将色彩鲜艳的幼儿作品有规律地粘贴在楼梯墙面、走廊顶部，将立体的作品

摆放于转角，使得园内的艺术气息无处不在。

水粉教学环境的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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