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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繪畫就是畫不像，勉強在塗鴉期要求要有具體、明確的好圖，只能依靠示範或代筆才可達到。而
在老師大力的協助下，圖是畫得更好了，孩子卻變得更依賴，以後萬一沒有了老師就什麼都不會、不敢畫。

任何讓孩子變得更依賴的教育，就等於削弱他的能力。這是一種殘害，不是教導。以教育之名殘害創造力
的事實，使得創造力從幼兒期便一點一滴流失，這在幼兒園裡，是非常普遍的事實。讓塗鴉創作成為一件
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它就必須如生活中玩玩具、唱歌跳舞、吃糖果點心一樣自然。父母、老師所能做的就
是陪伴引導，像提供玩具、點心一樣提供畫具、準備環境，以及一顆尊重、信任的心，在這之後，你將發
現其實創造力早就等在那裡了。動物、景物資料都在書本電腦裡，師長可以訓練孩子養成搜集資料的好習
慣，不論從圖書館、學校或家裡，將雜誌報紙上的資料拍照搜集分類，提供繪畫時取用參考，如此不僅可
以提高孩子對於畫畫的興趣和信心，也訓練出獨立解決問題的習慣。 
養成觀察的習慣 

發明或創造者都必須具備精敏的觀察能力，能夠在周遭事物中發覺、發現事物的新面貌和新道理。不
會看就沒有感覺，也就不能發現有價值的事物。繪畫是視覺的創造藝術，最大的關鍵是「觀察」。如果讓孩
子一筆在手，時時刻刻觀察作畫，就算畫不像，也能增進精密細膩的觀察力和表現力。觀察力是第一步，

再經過教導練習繪畫材料的使用，感知力和表現力齊頭並進，如此下來，孩子不僅能畫，也會喜歡畫。所
以，家長不要太快對孩子的創造力失去信心。不會畫的困境，其實是呼求協助的訊號。師長可以提供孩子
資料並透過情境引導，慢慢帶領孩子養成觀察的習慣和方法，協助他們認知、確立影像，開啟視覺的敏感
度，進一步學習搜尋資訊，從已知的基點逐漸擴散，發揮想像連結，解決「不會畫」的問題。 
學習使用秩序性的短筆觸 

使用硬性的彩色筆，必須掌握線性特質，既然有線條在畫面上發生，就不能不顧及線條的要素。點造
成線，線造成面，線要鋪排成為面，不能只胡亂任線條在紙上亂揮亂跑，造成畫面的混亂。而線條的秩序
與排列，是幼兒期很重要的基礎教導內容。孩子多半很喜歡秩序性的畫法，提示線條也要守秩序排隊，他
們立即就明白了。即使是注意力只有短暫幾分鐘的幼兒，也可以相當具有耐性，安靜的從線創造出他們自
己的面。唯一要注意的是，線性筆需用到小手腕力，所以不宜讓幼兒使用過長的時間。 
    讓孩子用連續的短直線製造面，是使用彩色筆的先決條件。線不宜拉太長，手無法顧及就會錯亂。短
線短面必須慢慢鋪陳相接。如果想要畫出輪廓線，則可以選用淡色或同色筆，不一定要用黑色，以免孩子

呆板的只習慣使用同一種對比畫法。人類智能並非天生註定，必須透過積極的外在環境和個人努力，創造
適當的生活背景與經驗。每個人都可以藉由充滿啟發性的材料，以及各種活動所提供的教育機會，獲得各
領域智能發展的滋養和成長。 
混色練習開展色彩感應力 

幼兒期的塗鴉活動，是學習直接感受色調的啟蒙練習，以能夠認識二色或三色以上相混的變化效果為
主要學習目的。初期，能混色的蠟筆是學習色調的好材料，這段時期應盡量避免使用高彩度又不能混色的
彩色筆、麥克筆。這場色彩遊戲中，如果能夠使用廣告顏料更好。兩歲以後讓孩子試試廣告顏料這種媒材，
可以使混色達到更自由、更驚奇的效果。要注意的是，四歲以前的幼兒還無法精確描繪圖形，所以進行色
彩練習時，就純粹讓孩子玩色彩遊戲，不要指定題目，或教畫任何形狀。尤其，不要畫給孩子臨摹，或使
用印好圖形的著色本，那將養成孩子的倚賴，嚴重影響自發的創造力。最後再次提醒的是，色彩感應力絕
對不會隨著年齡而自然成長。一個人如果沒有品味，不會因為年華老大而有所提升改變，必須透過實際體

驗才能領悟。父母在幼兒無意識的塗鴉時期，提供他們混色練習的環境設計，便能讓孩子的色感伴隨著年
齡一路自然的增進發展。 
不要修改童畫 

即便是畫不成形，父母老師也不要修改。保留孩子原創圖像是具有深重意義的，這攸關創作探索的信
心。有時經過大人修改，畫面更完整逼真，畫是畫得更好了，孩子的信心卻更差。修改孩子的畫，只是向
他們展示「你不夠好，我比較好」而已。幼兒一旦感覺到大人畫得比較好，「好壞」的評斷價值便出現了。
作畫的自由從此被求好心切所控制，他們開始吵著大人畫東畫西，就是不再自己摸索，心智的僵化於焉開
始，塗鴉的純真自在也即刻消失。五歲前的塗鴉，本來的目的絕不是為了畫一張好畫，而是為了養成創造
的「習慣」，讓獨立思考、獨立完成，成為一種生命的慣常習性。孩子有時會說「我不會畫」，原因是對物
件缺乏清晰明確的影像記憶，這時應該以實物或圖片引導觀察，讓孩子尋找發現，共同討論、分析整理，
然後讓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將所見描繪下來。而父母老師可以用嘉許的態度，鼓勵並且提供充裕的畫材，紙
張從報紙到包裝紙、廣告紙、電腦紙、宣紙、書面紙、銅版紙，以及各式各樣的硬筆、軟筆，讓他們盡情

使用、盡興塗抹。此外，若能以數位相機拍下圖面、標記日期，並用文字寫下孩子創作的想法或對畫面的
描述，這些都將成為孩子成長的重要學習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