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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美術教育中的藝術元素
文‧圖│邱華

美術中的藝術元素是藝術作品的一部

分，是藝術家構成創作的基本原料和媒介。

對成年人來說，人們會把藝術元素和內容

聯繫起來去評價一件藝術作品的好與壞。

因此，理解藝術元素和原則有助於人們更

好思考和談論藝術作品。

幼兒美術教育來說，藝術元素不是作

為評價幼兒美術作品的標準，只是走進美

術世界的一些內容。從幼兒美術發展中，

我們認識到美術表達是幼兒在認識世界活

動中的一種產物。羅恩菲爾德的美術教育

思想指出：“幼兒的成長包含着智慧的成

長、生理的成長、知覺的成長、社會性的

成長、美感的成長和創造性的成長。”比

如畫畫，可以說每個孩子都會畫畫。它是

幼兒的前書寫，他們通過畫畫來表達自己

的所見所想。根據幼兒的年齡發展，幼兒

生理、認知都在不斷發展完善，幼兒的美

術表達能力也會不停進步。這種進步有一

部分是自然形成的，有一部分是需要通過

一些條件出現去幫助幼兒形成的。

如何讓幼兒畫出更能表達自己思想

的畫，這是我們作為幼兒美術教育者一直

在思考的問題。幼稚園的老師們常常會做

這樣的一種對比，為甚麼這個幼兒就能畫

得很生動，為甚麼那個幼兒就只能畫幾筆

呢！出現這種現象除了和幼兒的認知水準

有關係還和幼兒的美術觀察和美術表達能

力有關係。所以作為幼兒教育者，我們不

僅要熟知幼兒美術的年齡發展特點，我們

還需要瞭解美術中的藝術元素，提高幼兒

的美術觀察和美術表達能力。

也許，老師們會覺得，藝術元素那麼

專業的美術知識怎麼才能讓孩子知道，是

不是太難了。其實，老師們一直在通過豐

富的美術活動讓幼兒悄悄地認識這些藝術

元素，豐富幼兒的藝術經驗，引導幼兒插

上飛往天空的翅膀，去觸摸藝術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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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處不在的線條

線條在美術中的重要作用是我們顯而

易見的，尤其是在中國畫中。線是中國畫

的靈魂。中國畫中的線能包含力度，也能

“吳帶當風”飄逸瀟灑。對幼兒發展來說，

幼兒在 3歲到 3歲半塗鴉期第三階段命名

塗鴉階段，幼兒就開始意識到所畫的線條

與實物或自己的經驗間的聯繫，有明顯表

達的意圖。在塗鴉時，一邊畫，一邊自言

自語地說明自己所畫的東西。從藝術元素

角度認識線條，線條有方向、大小、情緒

三個基本性質。這三個基本性質，我們可

以通過欣賞、遊戲等活動讓幼兒感受。

就像“梵高的《星空》”，教師引導

幼兒去發現畫家畫裡的星星、空氣、雲朵

有甚麼特別的地方。畫家用了很多曲線來

表現流動的星空。教師引導幼兒來找找它

們流動的方向。然後一邊講《星空》後面

的故事，一邊請幼兒觀看經過動畫處理的

後動畫版的《星空》，引導幼兒理解畫家

因為生病，不能外出，十分思念好友和嚮

往能自由自在的遊玩畫畫的心情。

我們還可以通過顏色點的變形塗鴉遊

戲，讓幼兒知道，線條是“點”移動的軌

跡。它有大小、粗細之分，我們還可以給

這些線條取上一些名字粗線、細線、虛線、

鋸齒線、螺旋線等等，同時引導幼兒聯想

一些關於這些線條的聯想，感受這些線條

的表達的情緒，玩一玩QQ表情畫一畫的

遊戲。

線條畫，教師們並不陌生，對 k3 的

孩子來說完成它並不容易。我們可以利用

一些有趣的繪畫材料如刮畫紙、卡美紙來

豐富線條畫的趣味性。	

二、絢麗的色彩

在幼兒的生理發展中，幼兒出生兩週

就開始出現對顏色的偏好。到了幼稚園時

期，喜歡五彩繽紛高濃度的色彩比喜歡藝

術作品內容更為重要，是幼兒美術欣賞發

展的一個重要特點。色彩不僅是美術藝術

元素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幼兒美術能力

發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在實際教學中，教師們容易將色彩的

教學局限於對塗色的要求，忽視色彩性質

認識的教學。其實關於色彩內容的美術遊

戲有很多。

認識色輪：在色輪上我們看到紅、黃、

藍，它們稱為原顏色，這三個顏色是不能

透過其它顏色混合調配而得出，我們叫它

們原色或三原色。關於這三個顏色，我們

有著名的《蒙德里安的格子》。它們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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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可以變出很多顏色，我們有《顏色變變

變》。

認識冷暖色：引導幼兒認識到色輪中

顏色的溫度“冷色”和“暖色”，發現顏

色的情緒。

案例：引導幼兒去尋找生活中“有溫

度”的顏色，讓幼兒發現生活中的顏色可

以分為“冷色”和“暖色”。然後引導幼

兒嘗試畫一幅冷暖色對比的作品教師或幼

兒給這幅畫賦予一個有趣的故事，比如一

條龍（圖 1），一條熱得快噴火的龍。我

們不能讓它噴火，我們要給它降溫，所以

需要把周圍的環境都變冷。

認識色彩的溫度：相對幼兒教育三年

級的孩子，同一幅圖片（圖 2），分為三

種色溫第一幅作品多數用的是暖色系列，

到第三幅作品基本選了灰暗，寒冷的冷色

系列。讓幼兒自己去選擇願意到哪一座城

堡中做客並說說理由。

在幼稚園環境創設裡，色彩豐富是幼

稚園的特點，但要通過色彩營造環境氛圍，

我們需要瞭解配色方案和黑、白、灰三個

“中間顏色”的運用。配色方案有

四類：第一類臨近色搭配，色相相

同或相近，由明度變化而產生的濃

淡深淺不同的色調。第二類，類似

色搭配，因為色彩相近，在視覺上

的衝擊不大，這種搭配看起來有層

次、細膩，也是最常見的一種搭配。
圖1:	學生原創

圖 2:	圖片來源《甚麼是藝術元素》美術教育聯盟 ppt



6766 · Revista dos Docentes · Teacher Magazine

這兩種搭配的區別在於，前者是同一個色

序中，明暗，深淺的變化，一個是相臨近

的色彩。這兩組搭配能營造安靜、柔和、

溫馨的效果。第三是在色環上，可以找到

相差120°的兩種色彩，叫做對比色搭配。

第四互補色搭配	，在色環上找到相差 180

度兩種色彩叫做互補色。對比色搭配和互

補色搭配可以給人動感，活潑跳脫的感覺。

“中間顏色”則可以幫助色彩的過渡或協

調色彩的視覺感受。	

三、相互依存的形狀和形態

形狀和形態兩個元素在我們生活中無

處不在。“那在生活中是先有形狀再有形

態還是先有形態才有形狀？”這個問題有

點像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太過於深奧，也辨不清楚。從空間上來說，

形狀是二維的，形態是三維的。比如：正

方形和長方形當有了厚度後就變成的正方

體，圓形變厚成了圓柱體，球的一個切面

是圓形……	這些內容不是我們幼兒美術教

育的內容，我需要的是引導幼兒會用它們

去進行美術創作，表達自己的想法。幼稚

園各種材料的美工作品就是形狀和形態的

運用。		

形狀依存在形態中，同時也可以以二

維的形式獨立存在。比如日本圓點女王草

間彌生的藝術創作。她把圓點（形狀）賦

予到一些物品（形態），再加上跳躍的色

彩變化，她的圓點開始有了生命，牢牢抓

住觀賞者的眼睛。在幼稚園裡，這樣的活

動我們在三個年齡段都可以開展。K1，我

們就是圓點的黏貼；K2，用圓點拼簡單的

圖形；K3，畫圓點畫或利用圓點美化孩子

的美術作品。

K1 拓印：以可愛的外星生物為題即

能任由孩子想像，孩子將紙對摺，然後在

不開口的一面隨意剪一個圖形。接着打開

紙鋪到畫紙上刷上顏色，再將紙拿開，

把畫紙上的形狀進行添畫。K2 嘗試用黏

土做一個外星生物。老師提供黏土、黏

土磨具、線條狀材料，輔助材料。孩子

們開始做一個外星生物。K3，老師給孩

子一個故事或任務，孩子自由選擇材料、

表現方式（平面或立體），創作出故事中

的人物……

四、眼睛看到的空間和明暗度

空間藝術的本質是造型藝術存在方式

的把握，用更通俗的話就是藝術品給人們

視覺呈現出的一種立體感覺。明暗度簡單

來說就是明亮和黑暗的程度。對幼兒來

說，空間和明暗度是幾個藝術元素中，需

要教師有意引導的幼兒用眼睛觀察發現

的藝術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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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這麼說呢？在幼兒的認知中深

藍和淺藍是兩顏色。如果沒有教師的引導，

孩子是不會去瞭解深藍和淺藍的產生和光

有一定的聯繫。在美術創作中孩子一般會

根據自己的喜好去選擇顏色。空間也是一

樣。一般情況下，K1和 K2 幼兒的繪畫作

品是沒有空間的。當在一個作品中有多個

形象時，孩子通常會將畫紙佈滿，或集中

在畫紙的某個位置。K3 以後，我們會看

到一些透明人、開放式的構圖。從這些作

品我們看到幼兒的認知發展，孩子覺得只

要我認為有的東西，就是存在的，不管它

能否看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孩子對空間

開始有了認識。這時，教師就要抓住孩子

的興趣，通過一些特殊的方法引導孩子去

發現空間、明暗。比如傳統的畫影子，玩

顏色透光片等這些活動讓孩子感受到光給

我們帶來的藝術視覺效果。巧妙地引導幼

兒去看到空間的存在，比如遮蔽、倒影、

非正面的形態、“井底蛙”視角（從下往

上看）。運用一些巧妙的方法幫助幼兒表

現出空間的關係。

案例：怎麼能畫出我的房間

房間一般是一個三維的空間，如果教

師不引導，幼兒一般會出現要麼只畫

出個別物體，要麼就是把看到的都平

鋪式的畫滿整張畫紙，要麼就是無從

下手。那我們試試用這種方法幫助幼

兒。既然房間是一個三維的空間，那

我們就幫孩子將一張二維的紙變成一

個三維的空間。

首先，將紙變成正方形，然後對邊折

兩次。這時紙面會出現兩條交叉的十

字線。隨便選一條剪開一半（剪到交

叉中心）。然後將剪開的部分重合。

這時一張二維的紙就變成了一個立體

的三維的面。

其次，教師引導幼兒將自己看到物體

分配到每個面裡，畫出來。（圖 3）

我的房間就創作完成。

圖 3：學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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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教師可以嘗試引導幼兒用

減少細節、重疊、大小變化（近大遠

小）、冷暖色的運用、明暗變化多種

方法去表現空間。

五、玩出來的肌理

肌理，是指物體表面的組織結構，即

各種縱橫交錯、凸凹不平、粗糙光滑的紋

理變化，可以說明表達美學和繪畫內容的

特徵和感受。肌理分視覺肌理和觸覺肌

理。視覺肌理：體現紋理形狀、色彩感覺、

光潔度；觸覺肌理：細膩粗糙、疏鬆堅實、

舒展緊密。

肌理，我們一直在做，幼兒一直在玩。

K1 開始，幼兒就嘗試用各種繪畫材

料進行塗鴉，這些繪畫材料的不同表現就

是肌理；有趣的自然材料的拓印也是肌理；

豆子貼畫、紐扣貼畫等等同樣是肌理；幼

稚園的觸摸牆還是肌理；還有泡沫包裝紙

畫、多種材料的濕拓畫等等，原來肌理就

是教師為幼兒提供多種材料，幼兒“玩”

這些材料玩出來的。

總之，線條、顏色、形狀、形態、空

間、明暗度和肌理七個專業的藝術元素，

它們不是美術專業人員的專利，它們存在

於我們的生活中。也可以成為幼兒美術

教育遊戲，只需要我們教師動動腦筋，

有意識的引導幼兒去觀察、發現和感受，

讓幼兒樂在其中，悄悄地為他們埋下藝

術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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