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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畫教育對孩子的影響

 幼兒美術教育是孩子一生學習藝術活動的開始

（王秀雄，1990）。自幼學會抓取、握筆的動作之後，

即開始產生原始的塗鴉作品，以來回塗抹或畫圈的方式

大肆揮灑，表達個體探索新事物的喜悅，塗鴉可以說是

在學習說話、閱讀、書寫前，一項最具體的溝通方式，

除了做為對外溝通的媒介，繪畫的能力同時也代表著

兒童生理與心理的發展，藉由兒童繪畫的教學，透過

不同時期兒童畫風、題材、技巧、用色等面向的轉變，

1　小嬪　侏羅紀公園  2009.7.3  彩色筆、粉彩  八開

來判斷兒童繪畫教育是否影響個案的美育發展及創造

力啟發。筆者任教於私人美術教育機構，至今已七年

多，從事兒童美術與素描水彩等專業繪畫的教學，機

構中的學生年齡，自四歲至國中階段，筆者蒐集了大

量完整的個案作品，從中挑選出學習過程較完整、畫

齡為期約三至五年，且從學齡前開始至國小階段仍持

續習畫之兒童畫作，從每週一次繪畫課堂中挑選出他

們的作品，進行深入研析。

筆者以學生生活經驗、時事相符的教學內容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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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約有四年的時間，請假次數很少，幾乎每一週就

能夠完成一張完整的繪畫作品，每次作品成果皆有穩

定表現，畫面完整，雖然繪畫能力水準普通，但因為

本身乖巧聽話，能夠達成教師的要求，以目前繪畫技

巧方面而言，因穩定的練習，累積了豐富的繪畫經驗，

線條逐漸流暢，亦可達到複雜的形狀構成，而色彩運

用亦是個案作品比較出色之處，善於運用對比、寒暖

配色，加上塗色技巧純熟，著色不會使輪廓線模糊，

讓畫面變得生動而活潑，唯不好控制色鉛筆的筆觸，

著色易紊亂。之後，經過長時間的練習，已能熟練使

用色鉛筆，畫面的彩度提高，畫面色彩也呈現均勻飽

和。以下就個案繪畫發展背景、作品與課程活動進行

比較、觀察與分析。

個性 v.s. 學齡前繪畫風格

依據家長口述，平常喜歡畫公主，身穿像婚紗的

蓬裙，長髮，穿高跟鞋，總是畫正面，雙手僵硬垂放

兩邊的姿態，微笑的表情。很喜歡用粉紅色、紫色為

公主著裝，背景通常空白，幼稚園老師教畫太陽，開

2　小嬪  猴子愛爬樹  2009.7.17  彩色筆、粉蠟筆  八開 3　小嬪  大象馬戲團  2009.7.31  彩色筆、粉彩  八開

編教學方案，蒐集許多題材及資源，運用在教學上，

引導學生運用不同的技法與作畫媒材進行創作，力圖

增加學生之創作經驗，以提升美感素養。不管是在學

生的美育知能或是作品的呈現上，筆者在教學相長中

獲益匪淺，觀察兒童在不同階段中的美育發展，孩子

自行創作，將自己的生活經驗與喜好呈現在畫作中，

同樣一個主題卻有非常多的變化，創造與思考力也從

單一、模仿的方式蛻化成跳躍的、發散式的創作發想。

以下筆者分享一個教學中印象深刻的案例，說明畫室

中的兒童畫教學，對孩童在美育發展的影響。

觀察孩子的美育成長，在畫中

緣起 — 繪畫發展背景

小嬪自四歲就開始進入畫室習畫，一直持續至

個案 小嬪    性別 女    生日 1 月 11 日

畫齡 98 年（幼稚園中班）進入畫室開始習畫，至今約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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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偶爾會出現太陽和雲朵在天空，色彩運用得比較沒

有系統，有時候沒照輪廓著色。

小嬪是個乖巧、溫順、沉默寡言的孩子，喜歡畫

畫的興趣強烈，平常在幼稚園或家裡，都是安靜的畫

畫，不特別喜歡戶外活動，但很喜歡和爸爸去公園騎

腳踏車，其他時間幾乎都在畫畫。因生性乖巧，上課

時會依照老師的規定和示範進行繪畫創作。一開始學

畫非常善於發問，可能因為母親有特別叮嚀，只要有

不懂的地方，就會立刻舉手求助。生性害羞內向，很

少跟老師和同學互動，一直到讀小學一年級，才開始

會開口和老師說話，但根據爸爸媽媽的說法，他在家

中很活潑，可能不太適應團體生活。

小嬪美育的成長歷程 ─ 與動物共舞

和案主認識是在 2009 年的夏天，一位媽媽帶著

孩子來畫室詢問，如此年幼的小朋友是否能加入我們

的課程，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這麼小的小朋友，我詢問

家長想讓她學畫的動機，小嬪媽媽說她平常什麼事情

都不太感興趣，就喜歡畫畫，在幼稚園畫，在家也喜

歡塗鴉，畫公主外，她好像不會畫別的東西，所以就

把她送來畫室，看可不可拓展一些繪畫的題材，讓她

的作品多元些。第一次在和小嬪見面的課堂上，讓她

自由創作，除了讓她在環境上獲得安全感，也希望能

從她的作品當中，了解孩子的基本能力。一開始繪畫

的線條不太肯定，無法獨自完成一個完整的幾何圖形

（如圓形或方形），跟著老師臨摹亦無法掌握形狀，

畫作中有特定的樣式，頭很大，上身很短小而下身很

長，通常是畫年輕女性，頭髮喜歡用金黃色的彩色筆

表現，蓄長直髮到腰際以下，相處了幾堂課之後，她

也開始喜歡以老師為對象，將老師的形象畫成公主的

樣子。

初期加入正式課程內容的作品是「侏儸紀公園」，

課程目標是依照恐龍圖鑑，學習複雜的爬蟲類外型，

並能夠表現圖鑑上漸層的肌理與色彩，其中背景仍須

自行發揮創意，想像一個情境或故事，搭配前面的恐

龍主題，形成一幅創意兒童畫。為了克服這樣困難的

主題，小嬪在課堂上不斷地舉手發問，但終究她還是

6　小嬪　木偶雜耍隊（人體比例練習） 2009.10.9  彩色筆、簽字

筆、粉彩  八開

評析：和先前的人物相比，多了較長的上半身、大腿與小腿，人

物的表情也有些微的變化，姿態上仍顯僵硬，但是整體比例已開

始比較符合現實的觀察情況。

5　小嬪　嗡嗡嗡  2009.11.27  彩色筆、粉彩  八開

評析：畫面中的四個人是描繪小嬪一家四個人，由左至右，分別

是爸爸、媽媽、自己和哥哥，表情仍然非常單一，僅將頭部和四

肢表現出來，唯一的區別就是臉部的色彩與髮型，是樣式化的特

徵之一。

4　小嬪　轉啊轉啊咖啡杯  2009.9.18  彩色筆、粉蠟筆  八開

評析：這是在表現旋轉咖啡杯遊樂設施上的人物，人物的頭部是

表現的重點，身體的部分可能是坐姿的關係變得非常簡陋甚至直

接省略，但也突顯了快樂的情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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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完成準確的外型，因此筆者握著她的手，讓她感

覺線條的轉彎、力道與快慢的變化，並且請她揣摩，

再練習，依照這樣反覆的指示，師生共同完成作品。

畫面中暖色系的暴龍牙齒部分是和老師共同完成

的，小嬪的空間概念還沒建立，對平面中表現三度空

間的抽象概念不甚了解，在所畫的雷龍中，從四隻腳

的畫法就可以觀察其狀況。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幼年塗

鴉經驗裡建立了一套和諧的色彩學觀念，以致能夠使

用含暖色來區分不同的主角，在觀察圖鑑的色彩分布

後，也可以依照自己的色彩偏好重新詮釋，補足輪廓

線的不足，甚至能在限定的範圍內整齊的著色；背景

的色彩使用相當協調，選擇粉彩媒材，經過技術上的

教導，能夠乾淨、均勻地運用顏色，表現遼闊的地景，

雖然景色單調，但是在色彩表現上，卻是相當出色。

動物繪畫課程中，透過參觀動物園、觀賞相關影

音、圖鑑、運用網路資源，進一步觀察動物的造型。

課程中安排四種孩子們票選結果最喜歡的動物為題材

進行教學，分別是猴子、獅子、大象和海底生物，

在海底生物繪畫教學的部分，孩子們彷彿特別感興

趣，可能是受到迪士尼卡通系列的影響，在題材的表

現上，也是豐富而多樣的。這應該是小嬪第一次畫她

認識的動物，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強調各種動物最

具代表性的特徵，並加以突顯，要求小朋友能夠仔細

描繪。小嬪很努力地表現老師在上課時教導的動物特

徵，雖然線條中顯得瑣碎、不確定，有些圓滑的部分，

也會出現尖銳的邊角，但是因為突出的特徵，令人容

易聯想到她所表現的動物造型，如猴子的臉部、大象

的大耳與長鼻，再加上豐富的色彩，增加畫面主題辨

識度，亦增添童趣，為樸拙但充滿表現力的作品。

多元媒材激盪靈活的創造力

兒童美術課程能夠啟發孩子靈活運用的創造發

想能力，課程的編排乃不設限創作中所使用的媒材，

因此，每位孩子所表現出來的作品，都有不同的質感

和風格。小嬪喜歡使用彩度較高的彩色筆，或許跟本

身對於色彩的敏感度較高有關，但經過老師的鼓勵之

下，她也不排斥新的創作媒材，同時使用色鉛筆、粉

8　小嬪　午後的時光  2010.11.20  彩色筆  八開

7　小嬪　海邊玩水去  2010.7  色鉛筆、黑色簽字筆、水彩  八開

9　小嬪　警察先生  2010.9.25  粉蠟筆、水彩、黑色簽字筆  八開

10　小嬪　辛苦的郵差  2010.10.1  色鉛筆、黑色簽字筆、水彩  八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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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筆，甚至是麻煩的撕貼畫來表現不同的質感，或是

空間感氣氛的營造，和後面類似的題材相比，透過多

元媒材的運用、融入美術教育中，頗能刺激孩子觀察、

感受、創新、靈活運用的能力。

繪畫「展現人文精神與素養的面向，包含人性的

關懷、尊重、同理心、深刻的反省、開朗、愛鄉情懷、

自我調整、有意義的生命觀等（呂燕卿，2005）」，

兒童畫中以人物為主題的作品常見，兒童喜歡將生活

中所接觸到熟悉的人，利用簡單的特徵表現在畫面

中，表達一個故事或敘述一種狀況。觀察小嬪的人物

畫，受到家庭教育或學前教育的影響，幼童所受到的

刺激，通常是五官的名字和形狀、雙臂與雙腿等這些

有具體名字和特徵的部位，他們善於用圖像、憑記憶，

表現這些熟悉的形狀，產生樣式化的塗鴉現象，這也

是小孩子喜愛的繪畫遊戲，透過線條表現，不僅是手

腕筋肉的活動，也是情感表現與認知學習的重要活動

（蘇振明，1990）；人物中不常被強調或是不明顯的

部位，如頸部、上身軀幹、腳板、耳朵等，在兒童的

人物畫表現中常是被疏忽的，為了表現人物的特徵和

表情，頭部和五官總是特別放大，同一位兒童畫出的

人物，五官幾乎一模一樣，只是運用不同的色筆或是

大小稍加改變而已，軀幹部分易被忽視而縮小，在畫

面中，常可看到直接從頭上連接雙手，或是只有五隻

手指頭以及長長的雙腿。在小嬪的人物畫中，我們可

以看到類似的表現，小嬪上課專心，容易直接將接收

到的訊息轉換為自己的認知模式，直接反應在畫面

上，並與本身的生活經驗結合，頭部和四肢是較易引

起她的興趣而較被強調，在臉部表情的部分，她認為

人物都必須要微笑，這些塗鴉現象，在早期的作品中

可以窺見一二。

觀察啟動創作的靈魂

觀察到孩子的繪畫盲點，設計課程目標主要教導

孩子學會用眼睛觀察，而調整孩子憑記憶及主觀印象

繪畫的方式，教師以自己的身體為示範，讓孩子們用

眼睛觀察教師指示的部位，並描述透過實際觀察後，

這些部位長成什麼樣子。孩子們的回答很踴躍：「正

面的身體像長長的長方形」、「耳朵在眼睛的旁邊」、

「手自然地放下會摸到大腿中間」、「原來頭比身體

小」等，老師從旁口頭引導的結果，激盪了孩子們彼

此的熱烈討論和思考，他們推翻了既定的刻板觀念，

並且透過自行研究，了解他們的人物畫究竟在哪個環

節出了問題。透過課程，他們更加善用他們的眼睛來

畫畫，小嬪雖然不會參與熱烈的發言，但是她卻默默

地吸收了同學們的討論結果，我們也在她的作品中觀

察到些微的變化。

後期的人物畫表現更加精細了，加上了特別的動

作和角度，衣服的搭配和配件也加進不同的、複雜的

繪畫元素，色彩變得比較和諧，線條也顯得流暢許多，

11　小嬪　我是捉光大師 — 後印象派大師臨摹練習  2010.4.16  

粉蠟筆  八開

評析：本張是臨摹後印象派大師梵谷的作品「星空」，要求小

朋友仔細觀察畫家的筆觸，運用粉蠟筆仿照筆觸的方向和色彩

完成畫作，小嬪能將圖片中模糊的景物仔細的觀察出來，並使

用正確的筆觸、色系來臨摹名畫，構圖掌握也相當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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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因侷限於圖畫紙篇幅大小和主題內容的描述，人

物整體的大小或長度會被壓縮，但是已經出現了比較

寫實的樣式，並善於挑戰人物更多角度變化，讓畫面

更加活潑、生動而成熟。以下單元是記錄一些日常休

閒活動，兒童依據平常的生活經驗，畫一些戶外活動

的情景，有玩溪水、騎單車、海邊戲水、午茶點心時

間、閱讀活動的人物主題繪畫表現，我們可以從中觀

察到小嬪已經可以處理不同角度的人物，並為他們加

上美麗的衣裳，甚至在不同的場合，加上帽子或其他

配件（如眼鏡、泳圈）等精細的描繪。在兒童畫教學

中，教師必須具備美育的創造性涵養，去啟發兒童自

由創造的潛能，高度的美術創作技巧，如明暗、筆觸、

困難的色彩學判斷，對於一個兒童美術教師而言，不

是最重要的，較重要的是教師需具有兒童繪畫創作心

理的基本知識，才能適時地為孩子提供創作興趣和信

心的增強（蘇振明，1990）。在背景和人物的互動上，

此時期的小嬪開始做了不同的處理，多層次的背景取

代了初期僅畫藍天白雲的單純手法；在構圖上她開始

表現縝密的思維與多變的創造力，運用不同的繪畫媒

材與生活經驗互相結合。小嬪透過一週一次固定的繪

畫練習，安排合適的美術教育課程，透過同儕的刺激

與美術教育的指導互為實踐，可見兒童除了本身認

知、生理、美育的發展狀況，若能適時加入兒童畫的

指導，在人物表現的部分逐漸穩定成長，我們可以看

到案主前後有很大的轉變。

在另一個單元『觀察各行各業』中，除了要求兒

童表現人物的姿態與比例，更強調特殊「制服」形式

的觀察，制服象徵著一個職業所代表的符號，也是文

化中共同的記憶，透過圖片觀察和記憶聯想，同儕之

間討論活動拼湊、勾勒出特別職業的特徵，如警察的

制服、郵差、醫生等職業給人的印象，配合工作環境

做背景，讓兒童一面做完整的描繪，一面可以結合實

際生活經驗，讓畫面傳達具體的主題性。小嬪的程度

已經可以面對這樣複雜的難題，雖然她前後修改了很

多次，每次約要花費一個小時，才可以將鉛筆稿完成，

但是她的畫面越來越豐富，除了主角所要傳達的訊

息之外，在背景和配角互動上的處理也相當有層次，

並且她會將之前學習過或有畫過的圖像，設法結合進

去，讓畫面更加完整。

兒童畫的三合一要素 — 知與行與思

為了加強兒童對形狀的描繪能力與對顏色的感

知，乃設計向大師學習的名畫臨摹課程，分別挑選

不同時期具代表性的畫派，除了帶入美術史的知識，

也讓兒童學習名畫家如何經營畫面、決定色彩計畫、

描繪物象的輪廓等等，礙於兒童對歷史的學習並不深

入，課程以趣味化的故事來引導學生了解畫家的故事

和作品內涵，在這個單元裡面，可以發現平常比較沉

靜、具有耐心特質的孩子，比較容易表現得突出，在

12　小嬪　我是捉光大師 2 — 新印象派大師臨摹練習  2010.4.16  彩

色筆  八開

評析：本堂課主要是在讓小朋友了解新印象派結合科學的作畫方式，

以色點分離可見光顏色，構圖是以描圖紙縮放成八開的大小，所以小

朋友的構圖比較完整。以色筆點在畫紙上著色，老師要小朋友分出

同一塊面觀察到的顏色，表現色塊給觀者的感受，雖然彩色筆的顏

色並不豐富，但是小嬪卻很積極的運用各種可能的色彩來表現畫面，

付出非常大的耐心，也是兩個小時作畫時間以來畫面最完整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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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嬪的作品中，筆者驚奇的發現，她在臨摹大師們的

作品上有相當傑出的能力。

至此小嬪進入畫室習畫已經有約一年的時間，畫

風產生了不同的轉變，雖然沒有做過正式美術能力性

向測驗，沒有經過資優鑑定的程序證明她在美術部分

有特殊的表現，但她對美術的專注力與喜愛，可從作

品中明顯感受到。近期內幾張作品產生了成熟的初步

風格，線條流暢讓她可以隨心所欲地表現所看到的形

狀，並且透過教師口頭指導，能自行畫出精準的輪廓，

在原住民圖騰認識系列中的「達悟族飛魚季」，可以

看到她在畫面中精采的表現，裸身的青壯年，扛著船

準備奔向海洋，他們的肌肉、結構與線條都很清晰，

比例也很正確，對於一個剛進小學兩個月的小朋友來

說，畫法已相當成熟，畫面中展現有模有樣的技巧，

但仍不失兒童畫中純真活潑的律動感。

動物畫也有精彩的表現，除了能將主題放大、突

顯，表現精采的特徵，也能夠用多元媒材表現紋路、

花色比較複雜的動物，讓層次變得更豐富。小嬪能模

仿教師示範，亦可以觀察圖片或實體，進行動物描繪，

但若憑空想像，要求她畫一個精準的動物輪廓，可能

面臨困難，因此，環境的營造也是必要的，若能夠經

常觀察動物圖片、實體，小嬪應該可以更加確定的將

動物形體清楚描繪，從平常選擇題材的習慣中可瞭

解，小嬪最會畫的動物是畫室門口經常駐足的貓、路

上的流浪狗和櫃子上的小熊娃娃。可見藝術教育除了

靠長時間穩定的培養，環境的造就也是重要的因素。

兒童畫告訴我們什麼？

未受藝術教育的兒童人物畫，易受家庭教育或學

前教育中偏向自然科學思考的影響，強調明顯的部位

名稱；而從美術的角度去看人體，兼具感性與理性，

除了比例、每一個部分視覺可見的特徵觀察，每個人

的獨特外貌、個性、特質都是必須學習欣賞，大部分

人體都具五官和其他身體構造，但都有不同形狀、大

小、線條，在一段長時間的兒童畫教學後，這些部分

會比較容易在作品中看到。

在風景畫的表現中，都會區的兒童所見到的自然

景象比較少，加上孩子課後補習活動非常充實，閒暇

時間少，戶外活動不多，常見的兒童風景畫題材，不

外乎以太陽、藍天白雲、草地、花朵為主，礙於教學

時間、資源以及孩童的安全問題，美術教學多以提供

照片、影像等多媒體資料，讓兒童觀察，比起親自觀

察，效果有落差，因此風景畫也成為兒童繪畫中比較

不容易表達的題材，通常出現在背景做陪襯，在個案

近百件作品中，也很少看到風景畫的突出表現。

兒童描繪動物的輪廓，非常複雜而多樣，課程可

配合學校教育中自然科學知識相輔相成，很多孩子在

畫了獅子、海豚、貓熊等題材後，若有機會在校外教

學實際看到了這些動物，都會很興奮地回班和筆者分

13　小嬪　海邊玩水去  2010.7  色鉛筆、黑色簽字筆、水彩  八開 14　小嬪　我的衣服比較美（不同動物的紋路） 2011.4.16  色鉛筆、黑

色簽字筆  八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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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就像小嬪一樣，分享觀察動物的經驗，注意相關

的視覺圖像，並在作品中分享「知」的喜悅。

兒童畫學什麼？

一般家長想將孩子送到畫室學習，無非是希望

增進繪畫技術上的進步。在兒童畫教學上，課程主要

非加強寫實技巧，而著重在眼睛觀察和媒材運用的訓

練，希望幫助孩子探索，找到適合他的運用材料，拓

展孩子的創作視野與經驗，儘管不是在美術教室裡作

畫，也能隨心所欲地畫出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突

發奇想的畫面，並能自行統整，完成豐富畫面。

創造力是兒童的超能力

創造力的產生根基於一個科學的思考運作，而思

考運作的原料則是豐富而廣博的知識，在畫室裡提供

一個主題，孩子可以無拘無束的表現即刻的心情、一

週的精彩生活，教師提供大量的媒材，自由運用，累

積作畫的經驗，一開始學習，教師可能有較多介入，

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孩子能夠沉浸於作畫近兩小

時，自主完成畫面的安排與配色，老師的角色轉換為

協助者，給予意見或答辯，使孩子有條不紊地思考創

作理念，創造力變成孩子最擅長的能力，甚至能青出

於藍。

孩子的美育發展須用心栽培

個案觀察研究需要穩定累積一段長時間、一定數

量的作品，蒐集完整的個案資料、作品資訊與原作，

很感謝個案家長的配合，四年多來，讓我蒐集了一百

多張作品，進行美育發展的研究，除了瞭解學生的學

習發展，教師藉此檢討教學過程中的問題，進而了解

未來教學的導向。從教學的互動過程中，除了美育的

養成，最重要的是發現「鼓勵與讚美」的驚人力量，

教師和家長對孩子的作品，若能長期予以正向的讚

美，就像小嬪的爸爸一樣，認為孩子每一張辛苦創作

的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珍貴寶藏，如此讓孩子更有

信心的感受美，作畫的過程中情緒安定，可以怡然自

得地抒發生活上的喜怒哀樂。

美術教師的角色，不應是個嚴厲的灌輸者，而是

一個能夠傾聽、溝通、鼓勵與讚美的朋友，讓孩子感

受正面良善的世界，做為一個灌溉幼苗的園丁，乃美

術教育的真諦。

（本文圖片攝影：吳嘉珮）

15　小嬪  可愛的守護者 — 風獅爺  2011.6.18  Gesso 粉蠟筆  八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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