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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艺教学·

幼儿染纸教学的设计与实践路径探析
□ 孙海艳 董曼曼

摘 要：染纸技术操作简单且方便，图案纹样形态万千，颜色绚丽多彩，常常出现于幼儿的美术教学中，能激发和培

养幼儿的探索精神，提升幼儿的动手能力、审美情趣及创新能力。本文首先阐述了在学前教育阶段开展染纸教学的

重要意义，其次从教学重难点、教学准备、环境创设、课堂导入、活动过程以及课堂评价 6个方面，分析了幼儿染纸教

学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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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纸艺术是我国传统的民间美术形式之一，源于

民间印染技术。染纸艺术以韧性较好、吸水性强的纸以

及水性颜料为主要材料，通过变形、折叠、旋转、染色等

手段创造出了美丽的纹样和图案。

幼儿染纸教学是幼儿阶段美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教学对象为学龄前儿童。这一阶段的学生具有以

下特点：一是活泼好动；二是好奇好问；三是心理和行

为受自身情绪和外界影响较大；四是模仿性强，易受暗

示。就现阶段染纸教学现状而言，由于教育对象的特殊

性，染纸教学存在秩序混乱、定位失准、教学效果欠佳

等不足。针对现阶段幼儿染纸教学的不足，积极探索幼

儿染纸的教学思路和实践路径，对幼儿美术教育具有

积极影响。幼儿染纸教学的科学进行和开展得益于教

师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和科学的教学方法。基于此，教师

在开展染纸教学活动时，要立足幼儿的心理特征，针对

性地梳理教学思路，合理设计教学活动，才能获得较好

的教学效果。

幼儿美术教育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带领幼儿在艺术

氛围中体会艺术带来的感官冲击、愉悦性、美感体验，

从而使儿童喜欢和热爱艺术。染纸活动作为幼儿美术

教育常见的手工活动之一，深受幼儿喜爱。

幼儿染纸教学最常采用的教学方法是游戏教学

法。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教师根据染纸教学内容选择

恰当的趣味小游戏，将染纸制作寓于游戏之中，在潜移

默化中带领幼儿在玩中学，真正做到寓教于乐，这样不

仅能够增加学生的动手体验，激发学生对染纸的学习

兴趣，还能为幼儿营造创作天地，有效实现教育和游戏

协同发展的目的。

染纸画色彩千变万化，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和兴

趣。因其变化无穷，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常常能产生意想

不到的教学效果, 为幼儿带来更多的创新机会和灵感,

使其体会到染纸画的无穷乐趣，满足幼儿的学习需求

和好奇心，激发其探索和创新的欲望。

一方面，染纸教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形式美。

教师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对称、折叠、均衡等设计手法，

引导幼儿关注画面的统一和变化，运用点、线、面等元

素丰富画面，同时，在不同色块的排列变化上注重疏密

变化，避免眼花缭乱、杂乱无章或过于单调、缺乏生气；

另一方面，染纸教学也能提升幼儿对色彩的敏感度，合

理运用不同色彩，增强作品的表现效果。同时，教师在

引导幼儿注意颜色面积对比、明度对比的过程中，能使

幼儿体会到色彩变化的美感。

对幼儿而言，实践教学远比理论教学效果好得多，

染纸教学对幼儿动手能力的要求较高，蕴含了许多从

认识到操作、从观察到思维、从想象到创造的教育契

机。在多样化的染纸活动中，幼儿能尽情发挥自身的想

象力，大胆构思、设计、创造。由此可见，染纸教学是幼

儿阶段开展创造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和提高幼儿

动手、动脑能力、启发其创造思维的有效手段。

染纸艺术在生活的应用十分广泛，幼儿对“染纸”

并不陌生。幼儿阶段是激发和提高学生形象思维能力、

理解能力的关键阶段。教师可以从重点难点、教学准

备、环境创设、活动导入、活动过程及课堂评价 6个方

面来分析幼儿染纸的教学设计和具体路径。

学习不同的染纸方法，掌握多种颜色搭配和染纸

的方法。

普通白纸、水彩颜料、水彩笔、教学课件、染纸范

作、剪刀、双面胶等工具。

合理的教学环境能够激发幼儿表达和欣赏的欲望,

使幼儿在观察和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积极向上的学

习氛围。对此，教师可以在教室的墙壁上贴满各种染纸

85



造 信息 No . 8 2023

纸论坛 Paper Forum

作品或开设染纸作品角，使幼儿置身于设计感满满的

学习氛围中，激发幼儿的创造激情。

活动导入是开展染纸教学的首要环节。要采取科

学的策略来导入。对此，教师要通过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和方法创设有趣的课堂导入，引导幼儿带着求知欲

望进入情境中，下文将具体分析四种导入方法。

（1）情境导入，激发探究。情境创设法即在染纸教

学开始前，教师创设一个与染纸学习有关的教学氛围，

使幼儿在恰当的学习氛围中激发自身对染纸学习的兴

趣和热情。教师可结合日常天气情况，加入卡通人物和

相关故事，引导幼儿为卡通人物制作彩色雨伞，进而引

出学习的内容；或以“培养小小魔术师”为主题，创设一

个神秘、有趣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情境

创设法能够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率。

（2）实验导入，设疑引趣。教师可设计与染纸内容

相关的实验活动，引导学生动手操作、自主探究，具体

可以开展探究纸张吸水性、色彩变换等与染纸活动相

关的实验，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探索欲望，进而引出课

题。在探究纸张吸水性的实验中，教师可以选择普通白

纸条和宣纸条作为跑道，将彩色墨水滴在两条跑道上，

组织幼儿观察哪条跑道上水滴的速度更快，进而引导

幼儿获得有关纸的吸水性的知识。在学生了解宣纸的

吸水性能之后，导出本课的课题。

（3）幻灯导入，营造氛围。在开始染纸教学之前，教

师可以选择一些优秀的染纸作品进行展示，制作染纸

作品幻灯片并组织幼儿欣赏，营造浓厚的染纸学习氛

围，激发幼儿的创作灵感，并引导幼儿学习染纸；教师

还可以播放一些染纸教学的相关视频或图片，引导幼

儿根据视频或图片步骤操作。相对于普通的理论教学，

运用多媒体演示染纸作品不仅操作便利，还能够极大

程度地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4）游戏导入，增添趣味。对幼儿而言，染纸教学必

须充满趣味性才能更好地吸引其注意力。在染纸教学

中，教师可以通过图形联想的游戏，将不同图案或形状

的染纸作品与生活用品相联系，便于幼儿理解。如将

方形图案比作花手绢，将三角形比作三角旗，将半圆形

看成扇子，充分调动的幼儿想象力，提高幼儿创作的积

极性。

首先，循序渐进，开展教学。循序渐进是幼儿教育

的基本原则之一。基于此，教师可以分为 3个阶段开展

染纸教学：一是感受和欣赏染纸艺术的美，认识染纸工

具和基本的染纸步骤和流程，培养幼儿对染纸艺术的

喜爱；二是掌握基本的折纸技法和染纸技法，自主操

作；三是学习不同的染纸技法，并能够综合运用。在染

纸活动中，幼儿可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体会染纸艺

术之美，并通过各种活动提升自身对染纸艺术和美术

学习的热爱。

其次，提升兴趣，传授技法。染纸艺术非常重视材

料的特性，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教师要依据幼儿的学习

特点和年龄特点，选择恰当的教学重难点，简化染纸技

术，以激发幼儿的兴趣。如教师可以举办角色扮演活

动，让幼儿扮演“染布师傅”，进行“染布”活动，使幼儿

在愉快轻松的课堂气氛中学习染纸技法，制作花布。

最后，积极拓展，展现自我。在完成染纸作品后，教

师要支持幼儿创新折法,鼓励幼儿尝试对染纸技法进行

再创作，如由四端辐射技法演变出中心辐射技法。也可

以组织幼儿用自己制作的染纸设计其他作品，如贺卡、

书签等。通过创新折法和染色方法，能进一步提升学生

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

新评价理念强调课堂评价不仅关注结果，更要关

注过程，同时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进行分析，包括幼

儿自评，即幼儿讲述自己染纸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幼儿

互评，即同伴之间互相交流学习、相互点评；教师评价，

即对儿童的个性特点和染纸作品进行评价。需要注意

的是，教师要以积极的态度给予幼儿认可，培养幼儿学

习染纸的兴趣，鼓励幼儿大胆创新。

教师在开展幼儿染纸教学时，不仅要把握幼儿的

生理、心理特征，还要选择科学的教学方法进行实践教

学。同时，要积极关注幼儿在整个染纸教学过程中的具

体表现，及时发现和解决幼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并给予其针对性指导，更好地锻炼幼儿的动手

能力，提高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及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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