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艺活动中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以教育案例“大白鲨的故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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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支援香港幼稚园校本课程研发过程中，作者对香港幼稚园教师美艺活动中

的师幼互动进行观察，形成教育案例。教育案例揭示了教师通过策略性地支持、

指导幼儿参与美艺活动，可有效达成美育活动目标，提升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

结合《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对幼儿园艺术领域的教育目标及香港教育局《幼稚

园教育课程指引》（2017）在幼儿艺术和创意学习范畴提出的教育原则，教师在

幼儿美艺活动中设置趣味性情境、实施有效引导和发挥幼儿主动性，达成幼儿想

象力与创造力的培养。教师创设的趣味性情境需要引发幼儿生活经验的链接，才

能激发幼儿主动想象和创作，吸引幼儿积极愉快地参加艺术活动。教师作为幼儿

艺术创作的支持者、引导者和合作者，通过关注儿童需求、适时提供指导、实施

有效教学，促发儿童在艺术创作中敢于、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体验。儿童是美

艺活动的主动创造者，情境唤起审美体验，问题启发想象创作，幼儿能以自己喜

欢的方式进行艺术活动。教育案例聚焦美艺活动中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展

开思考，结合教师具体的教育行为进行分析，明晰思路并形成策略，给予内地和

香港幼稚园教师美艺活动实践以支持和借鉴。 

 

【正文】 

毕加索说过：“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 

幼儿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奇特的想法，多元化的、富有趣味性的艺术创

作、展示和欣赏活动，可以发挥幼儿的想象力，培养其创造力。 

意大利瑞吉欧教育理念认为，孩子有一百种语言，一百双手，一百个想

法，一百种思考、游戏、说话的方式。一百种世界，等着孩子们去发掘；一百

种世界，等着孩子们去创造；一百种世界，等着孩子们去梦想。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在艺术领域的目标中指出，幼儿喜欢参加

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

表现活动。那么，在幼儿园艺术领域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如何通过多种方法和

策略不断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呢？下面以我园在 2018—2019 年度香港交

流幼儿园教研案例中的“大白鲨的故事”为例进行简要说明。 

一、案例描述：大白鲨的故事 

班级美艺活动开始了，教师问幼儿：“你们去过海洋公园吗？海底有哪些动

物呢？”孩子们纷纷举起小手，急切地告诉老师自己认识的海底动物，有海

龟、海马、水母、鲨鱼等。看到孩子们兴致如此高昂，教师打开了计算机，投

影屏上显现出一个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哇，一条大鱼游过来了！”“后面还跟

着一群小鱼呢！”“你看，这些鱼的颜色好漂亮啊！”教师暂停了视频播放，问：

“这些鱼有哪些颜色呢？”“红色、蓝色、黄色、橘黄色、黑色、白色……”教

师微笑着说：“哦，海底有许多五颜六色的鱼，真好看！这些鱼有的大、有的

小。”孩子们盯着老师，听得非常仔细。教师又问到：“海底除了有鱼，还有什

么呢？”孩子们小声地议论起来：“有水草。”“还有珊瑚。”……教师继续播放

视频。过了一会儿，视频播放结束，教师提问：“你们看到海底还有什么了

吗？”孩子们高高地举起小手，急切地告诉老师自己看到的海底世界，教师听

后微笑地给予了赞赏。随后，教师拿出一个盒子，压低了声音，神秘地对幼儿

说：“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海底世界。你们看到这个盒子了吗？请你们在盒子里

做一个自己眼中的海底世界。可以用下面这些物料进行创作哦，有仿陶泥、彩

色皱纹纸、卡纸、装饰贴纸等。”孩子们自主分成若干小组，来到桌子前开始动

手创作。 

这时，一个男孩子走到老师跟前：“老师，我想做一条大鲨鱼，但是我不会

做。”教师想了想，刚才播放的视频课件里并没有鲨鱼的形象，于是对幼儿说：

“你可以做一条鲨鱼哦！不过，你知道鲨鱼长什么样子吗？”小男孩热情地介

绍道：“鲨鱼很凶的！”教师鼓励道：“那你试试看能不能做出来！”男孩面露难

色：“可是，我不会做。”教师似乎明白了什么，立即打开计算机，对小男孩

说：“来，我的计算机里能看到鲨鱼，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教师在网站上快速

搜索起来，不一会儿，视频上开始播放鲨鱼相关视频。小男孩兴奋极了，立刻

拍手欢呼起来，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银幕上游来游去的鲨鱼。教师指着银幕对



 

幼儿说：“你看，这条鲨鱼很大，有尖尖的牙齿，还有一个尾巴。”小男孩说：

“老师，我会做鲨鱼了！”说完，他径直走到桌前，眼睛寻找了一圈，但并没有

立刻动手。这时，教师已经在指导其他孩子创作了。小男孩走到老师身边，轻

轻地说：“鲨鱼不是这个颜色的，它是白色的。”教师惊讶地说：“你真了不起，

这都观察到了。那叫大白鲨哦！”说完，教师起身到一旁寻找了一会儿，然后递

给小男孩一块白色的仿陶泥。小男孩看到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拿起仿陶泥到

一边创作起来。他先将仿陶泥揉成团，再将其放在桌上搓成不规则的长条状，

然后用手指轻轻地捏起来。不一会儿，一条大白鲨就出现了。小男孩看了看，

自言自语地说：“我还要给它加上尖尖的牙齿！”说完，他在物料盒中取出一根

毛根，将上面的绒毛剪去，再将其剪成若干小段，然后一根一根地插在鲨鱼的

嘴巴上。 

时间过得很快，不一会儿，40分钟过去了，孩子们似乎还没有结束的想

法。教师观察孩子们的海底世界作品，有飘动的水草，有一簇簇的珊瑚，还有

耀眼的大白鲨，丰富多彩。孩子们都激动地围在自己的作品前，热情地向老师

和同伴介绍自己的海底世界。 

二、案例分析 

（一）幼儿创作和想象的源泉 

上述案例中，小男孩最终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的创作愿望——制作大白鲨。

我们从幼儿的创作过程中可以看出，幼儿的想象和创作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可以为幼儿的创作提供多样化的表象，而丰富的生活经验

则是幼儿进行想象和创作的源泉。因此，当幼儿在创作过程中遇到困难时，教

师要及时提供支持，让幼儿充分观察、感受和欣赏，才能帮助幼儿走出困境，

获得创作的自由。本案例中的教师就是如此，幼儿才能建立立体生动的大白鲨

形象，最后用白色仿陶泥表现自己心目中的大白鲨。 

教师的多重角色身份 

从上述案例描述中可以看到，创作大白鲨的小男孩一开始并没有具体的创

作思路，只是想做一条鲨鱼。教师的教育行为有许多可取之处：第一，教师及

时发现了幼儿的创作需要，并给予鼓励和支持；第二，教师及时发现了幼儿的

创作困难，即对鲨鱼形象的感知较为模糊，不知道如何进行表现；第三，教师

准确判断出造成幼儿创作困难的原因，并提供适宜的帮助，即打开计算机搜索



 

相关图片或视频，帮助幼儿丰富关于鲨鱼形象的经验。在细致观察和充分感知

之后，幼儿对创造鲨鱼充满了信心，开始着手操作。接下来，幼儿又遇到了困

难，缺乏相应的物料。教师及时提供白色仿陶泥，帮助幼儿达成了愿望，做出

一条大白鲨。可见，在儿童创作过程中，教师的角色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是教

授幼儿技巧的知识传递者，更是幼儿艺术创作的支持者、引导者和合作者。 

儿童是主动的创造者 

在上述案例中，教师的教育支持不仅体现在及时解决幼儿的创作困难，适

时地提供经验支持和物料支持，更重要的是教师心目中始终坚持科学的教育观

和儿童观。因为教师相信儿童是主动的创造者，所以在幼儿提出愿望时，教师

并没有因为幼儿的创作想法不在自己的备课计划之内就婉拒幼儿，而是顺应和

支持幼儿的创作需要，帮助幼儿共同克服困难，实现创作表现的愿望。相信儿

童是主动的创造者，和儿童一样对世界充满热情和期待，这正是幼儿教师应该

具有的教育观和儿童观。 

三、教师的教育原则及策略支持 

香港教育局《幼稚园教育课程指引》（2017）在艺术和创意学习范畴提出与

此教育案例相关的教育原则和策略：第一，展示幼儿的艺术学习成果，提升其

学习动机及自信心，促进幼儿运用艺术表达的技巧，培养其满足感；第二，设

计富有趣味性的活动，注重幼儿的参与过程和经历，鼓励幼儿进行创意表达，

让幼儿享受活动的乐趣；第三，给予幼儿充足的时间和空间，组织不同形式的

艺术活动，鼓励幼儿有创意地表达和分享自己的体验、思想和感受。 

在艺术领域教学活动中，教师也常常存在一些困惑： 

教师在美艺活动中提供丰富的图片给幼儿看，但幼儿是否能够自如地创造

和表现呢？在感受和欣赏环节，为了唤起幼儿的已有经验和创作热情，教师采

用图片、视频等形式来充实幼儿的表象，让幼儿有内容可表现。这里并不是说

教师只要提供丰富的图片给幼儿看，幼儿就能自如表现和创造了。影响幼儿作

品表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运用工具和材料进行表现的技能。实践表明，幼

儿使用熟悉的工具和材料进行创作表现的效果要优于使用陌生的工具和材料。

如果幼儿之前没有用过仿陶泥，就不会提出要用白色仿陶泥做大白鲨。因此，

教师要重视幼儿在感受和欣赏环节之后的使用工具和材料环节。教师可以采取

讲解、示范和个别幼儿尝试操作等方法，及时发现幼儿在运用工具和材料过程



 

中所遇到的困难，并恰当地给予指导和帮助，让幼儿做到心中有物，并能够积

极动手创作。 

教师在美艺活动中要不要做示范？示范是美艺活动的重要指导策略之一。

但是，我们在教学活动中发现，教师在完整细致地进行示范之后，幼儿创作的

作品常常表现出千篇一律的风格，这似乎与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目标

相悖。是教师的示范限制了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吗？教师究竟要不要提

供示范？其实，示范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教师需要考量的是在哪一环节进行

示范？正确的做法是，教师发现幼儿在表现作品时可能会出现的相同问题，然

后给予重点示范。例如，在上述活动中，教师预想到幼儿在做出各种海洋生物

造型后，可能会对如何将海洋生物固定在纸盒上产生困难，于是重点示范了仿

陶泥、纸质作品的固定粘贴方法，这样幼儿在后期进行立体造型时就更加顺利

了。 

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常常以简笔画的方式再现幼儿感受和欣赏的图片，让

幼儿模仿教师的范画，这一做法是不可取的。正所谓：“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

哈姆雷特。”每个幼儿感受和欣赏作品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幼儿完全可以在充分

感知作品之后，以自己的方式自由表现自己的情绪情感和体验，此时教师再提

供范画让幼儿“照样子”画，无疑是低估了儿童创造和表现的能力，限制了幼

儿丰富多样的表现和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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