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大班美工区材料投放与有效利用的策略研究

一、美工区材料投放与使用原则

1. 计划性原则

《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中指出：鼓励幼

儿尝试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活动。在进行美工区游戏时，

教师应结合大班幼儿年龄特点，以计划性原则为主，在

幼儿的需求之下，鼓励幼儿对自己将要进行的活动进行

计划，并根据自己的计划，准备游戏材料，从而利用材

料来让幼儿更好地操作。投放材料的时候，还需要在幼

儿需求之下合理选择材料，利用这些有计划的材料，让

幼儿主动参与到活动当中，提升幼儿的积极性。同时，

在材料上，也需要属于幼儿理解范畴之内，不能增加幼

儿操作材料的压力，给幼儿创建一个自由、和谐的美工

游戏氛围。

2. 层次性原则

在同一年龄阶段，幼儿身心发展水平也会有所不

同，所以教师就必须要观察和了解本班幼儿的发展经验，

根据幼儿的实际水平投放美工区材料，使所有幼儿的发

展需求都得到满足。教师在为幼儿提供美工区材料时，

需要考虑操作这些材料的幼儿的个体差异，根据班级内

幼儿整体的能力水平准备，同时还要兼顾发展较快或较

慢的幼儿，以便于幼儿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和能力自主

地选择材料。此外，在将材料投在放美工区时，教师应

该考虑材料对幼儿的适应性，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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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幼儿园美工区是教师根据教育目标和幼儿发展水平，为幼儿提供的一个自由欣赏和创作美术作品的个别化学习的场

所。在美工区，教师可通过有目的的环境创设和材料投放，让幼儿按照自已的意愿和能力，选择感兴趣的工具和材

料进行创作，选择喜爱的美术作品体验欣赏，进而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美工区活动集欣赏、玩色、构图、制作为

一体，以游戏为基点，让幼儿通过与美术材料的交互作用，在观察、操作、发现、想象、表现、创作中激发对美术

活动的兴趣，发现美、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并获得身心的愉悦。

在投放材料时注意不能一次性把所有材料投放在美工区

中，要把投放在美工区的材料分为几个层次，并制定出

投放材料的步骤，随着活动目标要求的不断提高，要定

期分批的更新，从易到难，不断吸引幼儿的主动参与。

3. 丰富性原则

大班幼儿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能够自主的创作作

品，《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要为幼儿

提供多种工具和材料，以支持幼儿自发的艺术表现和创

造，所以美工区一定要有丰富的材料为幼儿提供多种表

现形式和创造形式。笔者总结出美工区材料分为“自然

材料类”、“生活材料类”、“笔类”、“纸类”、“布

类”、“线及黏连类”、“操作类”、“装饰类”。

二、大班幼儿美工材料投放与利用方法

1. 围绕主题活动目标，投放相关材料

开展美工创作幼儿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利用

美工创作，提升自己的动手能力。同时，通过自己动手

操作，还能让幼儿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但是在美工区材

料投放方面，我们就需要将美工活动与材料进行结合，

让幼儿利用材料获得更多的经验。教师与幼儿可以预先

确定主题目标，然后选择相关材料，加强材料与主题活

动的整合，提升幼儿参与热情。

美工区需要与主题活动相结合，幼儿在主题活动中

获得的经验便可以实现美工区的价值，在主题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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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幼儿来说，知识经验的获取、能力技巧的形成仅凭

集体活动是不够的，更多的是在区域活动中与材料的相

互作用中主动学习与发展的。在主题选定上，主要考虑

到两个方面：一是幼儿的兴趣，可以利用儿童会议来了

解幼儿是最感兴趣的话题、节日等由幼儿来确定主题，

二是课程主题，如，在渗透式领域课程《春天的秘密》

这一主题中，在投放材料前，教师首先要结合实际，

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规律梳理出主题活动目

标，这样才能投放适宜的活动材料。

2. 体现材料投放的自主性

《保育教育评估指南》中指出：支持幼儿自主选择

游戏材料，同伴和玩法，支持幼儿参与一日活动中与自

己有关的决策。美工区游戏应该是幼儿自主自愿的自主

性活动，幼儿有权利决定游戏中的一切。幼儿在美工区

中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自主决定所需要的材料，创

作形式，游戏主题等，让幼儿在宽松的氛围中自主探索，

自我体验，自主创创造，在自主的环境中获得成功感和

责任感。比如《春天的秘密》这一主题中，幼儿自己在

大自然中寻找活动材料，比如石头、树枝、沙子、树叶等，

利用这些材料，创作出不同的作品。

在本次美工活动中，孩子们自己制定了游戏计划，

有的幼儿想表现出春天的样子，于是选择了树枝、彩泥、

石头等材料，有的幼儿想创作点心，于是利用了蛋糕盒

和彩泥等材料。在材料上，充分体现了幼儿的自主性。

3. 关注幼儿操作情况，适时调整材料

（1） 丰富的材料满足需要

在美工活动上，幼儿可以利用不同的工具和不同的

材料开展艺术创作，大班幼儿手部动作趋向精细化发展，

但是，幼儿对材料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投放材料

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予幼儿丰富的材料让幼儿自主进行

挑选。例如在 “美食餐厅”活动上，熙熙在桌子上捏了

一个生煎包，兴奋地说：“看我的生煎包好不好。”华

华说：“嗯，是挺好的，就是没有盘子来装饰，颜色也

需要再调一调。”熙熙说：“好像是，角色区那边有纸

盘子，我去拿点过来。”说完就在角色区中拿了几个纸

盘子过来。华华说：“生煎包的颜色要这么调整才能好

看呢？”熙熙说：“我们用彩泥点缀一下吧。”于是，

两人开始点缀生煎包。生煎包越捏越大，最后变成了一

个“巨无霸”。熙熙在颜色上，选择了咖色进行点缀，

然后把纸压平，涂上了咖色，最后放在了纸盘中，“看，

这样是不是好看了一点。”华华说：“对，我也来捏一个。”

说完，两个小朋友就继续开始捏生煎包，最后，呈现出

了一道“巨无霸生煎包”美食作品。

大班幼儿已经有了一定的创作能力，可以自己用材

料辅助装饰作品，更喜欢抓作品的细节进行创作。因此

投放材料中，也需要给幼儿增加更多的道具，比如可以

增加安全性的叉子、小刀等，还可以增加喜欢的辅助材

料，例如不同颜色的彩笔、卡纸、装饰材料等，让幼儿

自己利用材料进行探索，从而发展幼儿的创造力。

（2）层次性材料体验成功

每个幼儿都是独立的，所以幼儿与幼儿之间都会存

在一些差异，在美工区投放材料的时候，也需要尊重幼

儿的不同差异，通过与不同材料的互动，创作出属于自

己的美工作品。同一个年龄段的幼儿能力需求都不相同，

所以，针对相同年龄段的幼儿，我们就需要在个体差异

之下投放材料。不光需要有简单的材料，还需要有挑战

性的材料，不光需要满足大部分幼儿的需求，也需要满

足发展缓慢孩子的需求，让不同兴趣的幼儿，不同能力

的幼儿都可以选择适合实际的材料参与美工活动并在活

动中利用材料获得情感体验。比如在一次美工活动上，

我们在美工区中给幼儿提供了纸张、剪刀、胶水、动物

折纸步骤图等。在步骤图上，分为了七步以上和七步以

下两个内容。奇奇选择了七步以下的青蛙步骤图，然后

自己拿着手工纸看着步骤图慢慢地折，前面步骤都非常

顺利，但是在第四步的时候，怎么也折不好，第五步也

折不起来，后来她仔细地看了看图，发现需要在第四步

上折上两个角。于是又重新折了一次，最后折好了，用

水彩笔给青蛙画上了眼睛和嘴巴。

月月从七步以上的筐子里拿了一个小鸟的步骤图，

拿着纸按照步骤图折了起来。在不会折的时候，拿着步

骤图让奇奇看，奇奇看了看也说不会，于是月月向老师要

了一个折好的正方形，一边看一边折，最后终于完成了。

大班幼儿可以自己折一些简单的折纸，但是在折纸

的时候，很多幼儿都只按照自己的兴趣来折纸，没有根

据折纸的难度来选择。所有在提供材料的时候我们需要

给幼儿提供不同难度的折纸步骤，在折纸有既有简单的

也有困难的，还可以提供一些半成品供幼儿选择。奇奇

选择的步骤比较少的青蛙，虽然出现了问题，但是自己

解决了问题。月月选了难度较高的小鸟，也出现了问题，

但是经过多次尝试最后也成功了。在材料投放上，适合

幼儿能力的材料可以提高幼儿的积极情绪，所以，在美

工区材料投放中，教师也需要提供不同层次的材料让幼

儿进行探索，从而让他们在最近发展区里获得发展，享

受成功的喜悦。

4. 有效利用材料，把握材料的本质美感

（1） 在操作中有效利用，丰富对材料的审美感知

第一，基于造型的组合利用。造型是幼儿在美工活

动上最重视的一个内容，教师在美工区材料使用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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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各种做好的作品造型来帮助幼儿的艺术表现提

供思路。在美工区中，很多大班幼儿都会自己安静选择

材料并制作自己喜欢的作品，然后对作品进行结合，通

过有意识地改造或者与其他材料的结合，创造出一个新

的作品。例如在本次“美食餐厅”活动上，小朋友们给

美工区做了很多的食物，还有的给美工区的食物增加了

摆盘、包装等，通过幼儿对已有作品的利用，形成了一

个新的创意作品。拿“蛋糕”来说，有的幼儿利用彩泥

捏了“葡萄”造型，有的幼儿用彩泥捏了“花朵”造型，

有的幼儿用彩泥直接捏了一个“蛋糕坯”，经过小朋友

们自己的观察与想象，将这几个造型进行了组合，组成

了两个漂亮的“生日蛋糕”。

第二，基于材料的组合利用。不同材料之间也可以

进行组合，质地不同的材料在幼儿的手中也会产生更多

的表现效果。例如柔软的棉花、飘逸的羽毛，软软的彩泥、

有着清脆声音的塑料瓶等，我们都可以让幼儿进行组合

利用，创作出新的作品。比如在本次“美食餐厅”活动中，

小朋友们用彩泥捏了美食大餐，用纸盘装着大餐，在纸

盘中，还用彩纸进行了点缀。这些都是幼儿对材料的组

合运用产生的效果，利用这些材料，也可以让幼儿进一

步了解材料的质地，发散幼儿的创造力。拿“纸盘画”

来说，幼儿利用绿豆、红豆、大米、彩笔、纸盘等进行

了创作，通过不同材料之间的组合，创新出了一个新的

作品。

第三，基于美工作品的有效利用。为了让孩子们的

作品能够有效利用，各个区域的幼儿根据区域中缺少的

材料，可以提前向美工区提前预约，如餐厅里缺少食物，

美工区的幼儿利用彩泥、泡沫纸、签字等制作火锅食材、

麻花等，理发店中缺少收银机机，美工区的幼儿就利用

纸盒、彩纸制作收银机等，孩子们在自己原经验的基础

上进行改变，创造与众不同的艺术形象，体验运用不同

材料、不同形式创作的快乐。例如在“大家一起做运动”

作品上，孩子们用扭扭棒制作出了一个个生动的运动形

象，有的幼儿提议将这些运动的小人都放在一起，对美

工作品进行了二次创作，产生了这个“大家一起做运动”

的立体画。

第四，基于色彩的运用。在美工区中，教师可以根

据四季投放相关的自然材料，利用自然材料独特的颜色，

让幼儿自由进行创作，表现出自然材料的美，在运用材

料的过程中，发展幼儿的审美素养。例如在秋天，大自

然给了我们丰富的教育资源，这些都是没有经过加工的，

比如有不同颜色的果实，色彩缤纷的树叶等，给了幼儿

色彩上的体验。幼儿可以用不同的果实种子来作画，在

幼儿与材料的互动上，利用材料本身的颜色，丰富了幼

儿的色彩搭配经验。

（2） 多感官参与，感知材料的审美特征

大班幼儿可以感受到材料的表现形式和材料外在的

美。因此，大班幼儿在欣赏材料的时候主要关注材料的

外在。在美工区投入材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幼儿通

过感官欣赏各种材料，了解材料中的美，提升幼儿的情

感体验。拿身边常见的树叶来说，在用树叶进行创作的

时候，教师就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欣赏树叶，观察树叶的

区别，感知树叶的美，提升幼儿的经验。在美工区中，

很多材料都是幼儿常见的材料，但是幼儿真的知道这些

材料可以怎么使用吗？因此在幼儿开展美工活动的时

候，教师可以让幼儿了解材料本身的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