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美术的课题研究 幼儿园美术课题
研究计划(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园美术的课题研究篇一

一、课题名称：《幼儿运用色彩绘画初探》

运用色彩绘画初探》列为本班的美术课题研究。

三、研究对象：小二班全体幼儿

四、研究时间：2005年9月-2006年6月

五、研究方法：以实验研究法为主，观察法、操作法、调查
法、谈话法、文献法等方法为辅。

六、研究的目的：

（一）让幼儿认识各种常见的色彩，学习正确的涂色方法，
对多种色彩感兴趣。

（二）通过幼儿对周围环境和美术作品的感知，诱发幼儿兴
趣，陶冶幼儿情操，开启智力，在获得美感和喜悦的同时ji发
幼儿的创新精神。

（三）通过“观察—体验—发现—想象—表现—创造”来开
展活动，让幼儿观察、游戏、创作等具体实践活动来进行，
学习色彩的运用。



七、课题研究步骤：

（一）准备阶段：2005年9月

1、认真学习《纲要》精神，学习有关美术教育方面的文章，
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以幼儿为主体，
贴近幼儿实际，注重活动的操作性和启发性，循序渐进、由
潜入深，促进幼儿运用色彩能力的发展。

2、对小二班幼儿进行认识色彩、运用色彩水平的测试，为开展
《幼儿运用色彩绘画初探》课题做准备。

3、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制定研究计划。

第一阶段（2005年9月——2006年1月）

1、收集有关作品，组织幼儿共同欣赏，以ji发幼儿对色彩的
兴趣。

2、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关内容进行运用色彩绘画的
教学，初步培养幼儿对色彩的兴趣。

3、收集相关材料，阶段小结。

第二阶段（2006年2月——2006年6月）

1、调整策略，选择适合小班幼儿运用色彩绘画的教学内容进
行指导，提高幼儿运用色彩绘画的水平。

2、启发引导幼儿、为幼儿创设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选择
各种内容，运用各种手段，开运用色彩绘画教学，让幼儿在
美术活动中感受和体验，引导幼儿发挥想象，富有个性的表
现自己，在活动中展示出天真稚拙的美、大胆的创造，增强
幼儿的兴趣和自信心。



3、对幼儿进行后测，并收集相关材料。

（三）总结阶段：2006年5月——2006年6月

1、做好总结工作，整理资料，撰写研究总结。

2、收集幼儿的作品，布置作品展。

幼儿园美术的课题研究篇二

二、问题的提出：本班幼儿都是刚入园的新生，他们对于色
彩的认识仅仅是表面的认识，许多幼儿连色彩的名称都不知
道，只知道他们好看。幼儿具有好奇的天性，他们对于不知
道、不认识的事物都很感兴趣，小小的一盒油画棒里蕴藏了
无穷的乐趣，吸引他们想要去认识、寻找与发现。幼儿园美
术活动很大一部分都与如何运用色彩有关，而此时又是本班
幼儿认识色彩的关键时刻，基础打好了他们今后将收益无穷。
所以我们选择了幼儿喜欢的色彩，将《幼儿运用色彩绘画初
探》列为本班的美术课题研究。

三、研究对象：小二班全体幼儿

四、研究时间：2005年9月-2006年6月

五、研究方法：以实验研究法为主，观察法、操作法、调查
法、谈话法、文献法等方法为辅。

六、研究的目的：

（一）让幼儿认识各种常见的色彩，学习正确的涂色方法，
对多种色彩感兴趣。

（二）通过幼儿对周围环境和美术作品的感知，诱发幼儿兴
趣，陶冶幼儿情操，开启智力，在获得美感和喜悦的同时激



发幼儿的创新精神。

（三）通过“观察—体验—发现—想象—表现—创造”来开
展活动，让幼儿观察、游戏、创作等具体实践活动来进行，
学习色彩的运用。

七、课题研究步骤：

（一）准备阶段：2005年9月

1、认真学习《纲要》精神，学习有关美术教育方面的文章，
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以幼儿为主体，
贴近幼儿实际，注重活动的操作性和启发性，循序渐进、由
潜入深，促进幼儿运用色彩能力的发展。

2、对小二班幼儿进行认识色彩、运用色彩水平的测试，为开展
《幼儿运用色彩绘画初探》课题做准备。

3、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制定研究计划。

（二）实施阶段：2005年10月——2006年6月

第一阶段（2005年9月——2006年1月）

1、收集有关作品，组织幼儿共同欣赏，以激发幼儿对色彩的
兴趣。

2、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关内容进行运用色彩绘画的
教学，初步培养幼儿对色彩的兴趣。

3、收集相关材料，阶段小结。

第二阶段（2006年2月——2006年6月）

1、调整策略，选择适合小班幼儿运用色彩绘画的教学内容进



行指导，提高幼儿运用色彩绘画的水平。

2、启发引导幼儿、为幼儿创设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选择
各种内容，运用各种手段，开运用色彩绘画教学，让幼儿在
美术活动中感受和体验，引导幼儿发挥想象，富有个性的表
现自己，在活动中展示出天真稚拙的美、大胆的创造，增强
幼儿的兴趣和自信心。

3、对幼儿进行后测，并收集相关材料。

（三）总结阶段：2006年5月——2006年6月

1、做好总结工作，整理资料，撰写研究总结。

2、收集幼儿的作品，布置作品展。

幼儿园美术的课题研究篇三

一、课题名称：《幼儿运用色彩绘画初探》

二、问题的提出：

本班幼儿都是刚入园的新生，他们对于色彩的认识仅仅是表
面的认识，许多幼儿连色彩的名称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好
看。幼儿具有好奇的天性，他们对于不知道、不认识的事物
都很感兴趣，小小的一盒油画棒里蕴藏了无穷的乐趣，吸引
他们想要去认识、寻找与发现。幼儿园美术活动很大一部分
都与如何运用色彩有关，而此时又是本班幼儿认识色彩的关
键时刻，基础打好了他们今后将收益无穷。所以我们选择了
幼儿喜欢的色彩，将《幼儿运用色彩绘画初探》列为本班的
美术课题研究。

三、研究对象：小二班全体幼儿



四、研究方法：

以实验研究法为主，观察法、操作法、调查法、谈话法、文
献法等方法为辅。

五、研究的目的：

（一）让幼儿认识各种常见的色彩，学习正确的涂色方法，
对多种色彩感兴趣。

（二）通过幼儿对周围环境和美术作品的感知，诱发幼儿兴
趣，陶冶幼儿情操，开启智力，在获得美感和喜悦的同时激
发幼儿的创新精神。

（三）通过观察体验发现想象表现创造来开展活动，让幼儿
观察、游戏、创作等具体实践活动来进行，学习色彩的运用。

六、课题研究步骤：

（一）准备阶段：

1、认真学习《纲要》精神，学习有关美术教育方面的文章，
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以幼儿为主体，
贴近幼儿实际，注重活动的操作性和启发性，循序渐进、由
潜入深，促进幼儿运用色彩能力的发展。

2、对小二班幼儿进行认识色彩、运用色彩水平的测试，为开展
《幼儿运用色彩绘画初探》课题做准备。

3、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制定研究计划。

（二）实施阶段：

第一阶段



1、收集有关作品，组织幼儿共同欣赏，以激发幼儿对色彩的
兴趣。

2、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关内容进行运用色彩绘画的
教学，初步培养幼儿对色彩的兴趣。

3、收集相关材料，阶段小结。

第二阶段

1、调整策略，选择适合小班幼儿运用色彩绘画的教学内容进
行指导，提高幼儿运用色彩绘画的水平。

2、启发引导幼儿、为幼儿创设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选择
各种内容，运用各种手段，开运用色彩绘画教学，让幼儿在
美术活动中感受和体验，引导幼儿发挥想象，富有个性的表
现自己，在活动中展示出天真稚拙的美、大胆的创造，增强
幼儿的兴趣和自信心。

3、对幼儿进行后测，并收集相关材料。

（三）总结阶段：

1、做好总结工作，整理资料，撰写研究总结。

2、收集幼儿的作品，布置作品展。

幼儿园美术的课题研究篇四

一、课题背景：

小学美术教育是基础教育，其性质是教育取向的美术教育，
即由教育价值的角度看待美术教。“儿童是天生画家”，儿
童创作是自由的、自主的，其思维方式不同于成人，内容能



反映出他们的喜、怒、哀、乐。美术是一种教育工具，它能
陶冶人的感性，培养合作精神，减少自私自利，最为重要的
是它能够发展进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

二、课题依据：

美术新课程标准提出：“要通过看看、画画、做做等方法表
现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事物，激发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愿
望”;“要使学生在积极的情感体验中提高想象力和创造力”。

三、课题目标：

学生目标：

1、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使学生在实验中达到不同目标。

2、进一步学习美术知识，学会利用不的同材料、不同的手法、
不同的形式表达根据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知识理解的创
作作品，引导学生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大胆创作。

教师目标：

1、通过学习一些理论知识，能够把自身的美术知识通过一定
的方法传授给学生，转化为学生的方法并进行再创造。

2、边实验，边积累，边总结，定期完成阶段性实验小结。

四、课题过程：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2年10月—11月）

基本情况的调查、分析研究并制定课题方案。本阶段主要调
查各教师教学现状，学生对美术的兴趣及家庭的情况，确定
实验班和对照班，明确各教师的研究任务，根据实际适当改
变教学方法，结合部分欣赏课探索激发学生想象创造性思维



训练方法，并对学生进行了初步训练。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2012年11月—2013年1月）

收集整理资料、分析理论体系对想象力的培养的方法以及方
式要点进行研究；课堂教学活动、想象创作技法的研究。这
一阶段，各教师对学生的基本情况及美术创作情况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并掌握了基本的科研方法，主要开始解决实际问
题，进一步作针对性的训练，师生共同探索美术想象创作的
新技法。根据课程对美术教学提出的目标和要求，课堂教学
结合课外美术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想象创
作热情，营造良好的想象学习氛围。

第三阶段：个案跟踪及反馈（2013年2月—6月）

撰写个案记录。

第四阶段：整理个案（2013年7月—9月）

研究报告、撰写个案总结。

第五阶段：结题（2013年10月）

开展学生美术创作的综合练习；建学生画廊；开展美术与各
学科互相渗透初步尝试；撰写论文，推广经验。

五、课题计划：

十月份：

1、集体研究备课、写方案。

2、确定本学期研究目标及安排、制定好研究计划。

十一月份：



1、开展课堂教学研究活动。

2、基本情况调查。

十二月份：

1、收集整理资料。

2、课堂教学研究，互听互评。

3、上课题研究课。

一月份：

1、课堂教学研究。

2、课堂教学活动、想象创作技法的研究。

3、作针对性的训练。

二月份：

1、撰写案例、反思。

2、根据情况，具体修改、制定下一步具体内容。

3、开展个案调查活动。

三月份：

1、课堂教学研究，互听互评。

2、开展个案调查活动。

四月份：



1、课堂教学研究。

2、搜集学生优秀作品。

五月份：

1、集体研究备课。

2、开展课堂教学研究活动。

3、撰写个案调查表。

六月份

做好课题个案调查表。

七月份

撰写个案反思。

八月份

撰写个案总结。

九月份

搜集教师教学设计、学生优秀作品等资料。

十月份

1、整理、完成课题报告。

2、建学生画廊。

六、课题特点：



1、培养学生主动地学习，以兴趣培养和启发思维为主。

2、注重倡导学生相互合作，提高创造力。

3、开拓学生视野，使学生对知识加深理解，灵活运用。

4、通过让学生回忆、联想等方法，并运用感观刺激，从多角
度进行专门的创造思维训练。

5、推迟对学生不太成熟成果的判断，鼓励学生用足够的时间
去实践完成，并让学生能自己独立评价自己与他人的想法与
成果。

6、训练学生的感觉敏锐性，让学生对自身的周围有一个敏锐
的观察力、感受力与表现力。

7、创造多种条件，让学生尽可能作大量大胆的新鲜思考尝试。
比如不同要领与观点的借鉴、材料工具的运用等。

幼儿园美术的课题研究篇五

一、课题名称：《幼儿生源问题初探》

二、问题的提出：本园位置处于孟家沟村，前身为孟家沟小
学，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幼儿园的性质为公立幼儿园，无论
在幼儿教师师资队伍和教学物资等方面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但幼儿园的生源现状却不甚如人意，许多家长把孩子送
去了相对较远的孟家沟仁和小区里面的私立幼儿园。目前国
家正在大力发展幼儿教育，这对我们幼儿园的发展是个很好
的机遇，但生源是幼儿园生存发展的根本，在有利的环境下，
如何扩大幼儿园的生源，更好的发展我们的幼儿园，提高幼
儿园的知名度成了我们当务之急所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选
择了这一课题。



三、研究对象：幼儿园全体幼儿及其家长

四、研究时间：2011年10月-2012年6月

五、研究方法：以实验研究法为主，观察法、操作法、调查
法、谈话法、文献法等方法为辅。

六、研究的目的：

（一）让幼儿认识各种常见的色彩，学习正确的涂色方法，
对多种色彩感兴趣。

（二）通过幼儿对周围环境和美术作品的感知，诱发幼儿兴
趣，陶冶幼儿情操，开启智力，在获得美感和喜悦的同时激
发幼儿的创新精神。

（三）通过“观察—体验—发现—想象—表现—创造”来开
展活动，让幼儿观察、游戏、创作等具体实践活动来进行，
学习色彩的运用。

七、课题研究步骤：

（一）准备阶段：2005年9月

1、认真学习《纲要》精神，学习有关美术教育方面的文章，
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以幼儿为主体，
贴近幼儿实际，注重活动的操作性和启发性，循序渐进、由
潜入深，促进幼儿运用色彩能力的发展。

2、对小二班幼儿进行认识色彩、运用色彩水平的测试，为开展
《幼儿运用色彩绘画初探》课题做准备。

3、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制定研究计划。

（二）实施阶段：2005年10月——2006年6月



第一阶段（2005年9月——2006年1月）

1、收集有关作品，组织幼儿共同欣赏，以激发幼儿对色彩的
兴趣。

2、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关内容进行运用色彩绘画的
教学，初步培养幼儿对色彩的兴趣。

3、收集相关材料，阶段小结。

第二阶段（2006年2月——2006年6月）

1、调整策略，选择适合小班幼儿运用色彩绘画的教学内容进
行指导，提高幼儿运用色彩绘画的水平。

2、启发引导幼儿、为幼儿创设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选择
各种内容，运用各种手段，开运用色彩绘画教学，让幼儿在
美术活动中感受和体验，引导幼儿发挥想象，富有个性的表
现自己，在活动中展示出天真稚拙的美、大胆的创造，增强
幼儿的兴趣和自信心。

3、对幼儿进行后测，并收集相关材料。

（三）总结阶段：2006年5月——2006年6月

1、做好总结工作，整理资料，撰写研究总结。

2、收集幼儿的作品，布置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