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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起源 

高中三年我們參觀過不少幼稚園，也在幼稚園見習、實習過，也真正和幼兒一起

相處。在幼稚園裡，每天都會有足夠的時間讓小朋友畫寶寶日記畫，每位小朋友

都有屬於自己的繪畫本，老師不會幫幼兒限定主題，而是讓小朋友自由的繪畫。

從幼兒的繪畫本中，我們也發現到每位小朋友所繪畫出來的東西都不一樣，有的

小朋友把自己畫成是公主，住在漂亮的城堡裡，有的小朋友則是畫飛機，說他以

後要跟爸爸一樣開飛機，看了許多幼兒的繪畫才更加深入知道幼兒繪畫對於幼兒

有多大的影響，這也是我們用來觀察幼兒，其中之一的方法。 

 

幼兒繪畫都有他們的獨創性與個別差異性，而幼兒的繪畫也有階段性。因為小朋

友年紀小，畫出來的畫往往是將最直接、最單純、最真實的感受表現在圖畫上，

然而從幼兒的繪畫中我們是否能夠了解到他心裡想的是什麼？家長的批評和鼓

勵是否會影響到幼兒對繪畫的表現?等等都是我們的疑問，所以這些激起了我們

想了解對幼兒繪畫與創造力的動機。 

 

貳●正文 

一、名詞解釋 

1.幼兒：本研究所指之幼兒，乃指 1－8 歲之幼兒。 

2.繪畫表現：本研究所指繪畫表現，乃指幼兒在自由的情況下所繪畫出來的圖，

不經過成人指導、干涉，全憑幼兒自己意識所繪畫出來的圖。 

3.創造力：創造力乃是一種創造的能力，透過個體自由想像，突破限制，因而形

成一種新獨特的見解，即是創造力。 

 

二、幼兒的繪畫表現 

幼兒繪畫是一種幼兒內心的表現，也可以說是，幼兒的一種語言，幼兒的畫並非

像成人一樣成熟，但往往將自己所知道，所想的表現在圖畫上，其中也透露出幼

兒內心的想法與豐富的情感，『幼兒繪畫的活動，一方面可以培養創造力，一方

面可以診斷心理狀態，舒暢情緒』。(註一) 繪畫是一種可以提供幼兒發洩情緒

的一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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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言與繪畫的關係 

『2～6 歲的孩子逐漸掌握口語和書寫語言的使用，這些能力可以幫助他表達自

己、了解他人、增進記憶』。(註二) 

『在嬰幼兒期文字、語言未發達前，繪畫及成為一種表達的重要工具』。(註三)

繪畫是幼兒心理的語言，當幼兒還無法開口表達自己的想法時，從幼兒繪畫的作

品中，可以表達幼兒心理的感受，從幼兒口中對作品的解釋，也有助於語言表達。

『幼兒畫被認為是幼兒心理的語言，因此會畫非幼兒之藝術，乃是一種語言』。  

(註四) 

 

四、幼兒繪畫與幼兒心理 

幼兒在繪畫培養創作力時常有許多不同的問題產生，而問題的產生大多跟幼兒的

生長環境與家長對幼兒的關心與態度有關。 

從幼兒繪畫中可以發現幼兒內心所想，或所經歷過的事，高二的時候老師讓我們

看一部影片，內容是在述說一個小女孩被自己的爸爸性侵，然而老師是藉由小女

孩黑白的繪畫中發現小女孩心中的恐懼，老師也更進一步了解小女孩的家庭狀

況，最後也幫助小女孩脫離生活在恐懼的環境之中。 

透過新聞報導，在八八水災受難得到獲救的小朋友，記者問小朋友所繪畫出來的

東西是什麼?小朋友會說，這是我們的家，可是房子被大水沖走，所以家不見了，

而且強調大雨不停的下，土石流一直往下流的場景，從幼兒的口中述說，也得知

到幼兒心中的恐懼與害怕，然而我們是可以從幼兒所表現出來的繪畫中，是可以

得知到幼兒心中的創傷、危機或痛苦的意象。 

 

五、父母的鼓勵與批評對幼兒繪畫的表現能力 

繪畫對孩子來說，表達著他們所喜愛或想表達的東西，至於父母親的態度應該要

多給予鼓勵及讚美，增加孩子的自信心，即使幼兒畫的不好看，父母若對幼兒的

畫多給予稱讚、小孩對繪畫也會增加自信心，也能高興、自由的發揮，表現自己

所想要畫的。有些孩子在繪畫的過程中弄髒了衣袖，而被自己的父母大聲責罵，

導致小孩對繪畫產生厭倦，我們也常聽到父母批評自己的孩子所畫出來的畫太

醜，不知道幼兒畫的是什麼東西，甚至加以指導孩子應該如何畫，這些不僅會影

響到幼兒繪畫的意願，更會使幼兒感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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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並非成人的縮影，我們勿用成人的觀點去看待幼兒的畫，畢竟幼兒所看到的

世界跟我們是不同的，成人最好不要加以干涉，否則會使孩子對繪畫造成限制，

而不敢自由的創作，深怕會被自己的父母親責備。 

 

六、幼兒繪畫發展階段 

                    (表一) 幼兒繪畫發展階段 

幼兒繪畫發展分期 年齡 定義 圖片 

塗鴉期 

（錯畫期） 

１－２歲 為無意義無內容

的塗鴉，享受大肌

肉與筆在紙上塗

鴉的快感。塗鴉線

條出現順序：點錯

畫→橫線錯畫→

縱 線 錯 畫 → 圓

形、波浪錯畫→錯

綜混合錯畫。 

 

圖一 

象徵期 

（命名期） 

２－2.5 歲 

 

幼兒會對自己所

畫的圖，賦與名、

名稱。 

 

圖二 

前圖示期 

（蝌蚪期） 

2.5－4 歲 最常出現人，會以

大圓代表臉，小圓

代表五官，會忽略

身體某部份。 

 

圖三 

 



幼兒繪畫與創造力之初探  

 

 5 

圖示期 

(是幼兒繪畫 

的黃金時期) 

4－8 歲 能畫出實務相關

圖形，幼兒是畫其

所知，而非畫其所

見。圖示期表現手

法：透明式、展開

式、基底線式、並

列式、強調式、報

仇式、擬人式、裝

式法。 

 

圖四 

 

七、創造力與智力的關係 

根據葛瑞爾與傑克生，施以智力測驗與創造力測驗，結果與陶倫斯研究所得相

同，『智力最高未必具有高創造力，創造力高必須是智力中等以上，智力受遺傳

因素大，可變性小，創造力受環境因素大，可變性大』。(註五) 

『有創造力的幼兒在智力測驗，不見得是高分因為一般正統是無法測驗出來』(註

六)因為創造力需要藉由思考，而不是只有單單測驗就可以知道的，因為具創造

力的小孩想像力豐富、不怕挑戰、會面對挫折不選擇逃避，而喜歡按照自己的想

法去做任何事情，不喜歡被別人約束的感覺。 

如果幼兒時常被批評、忽略或是不當的處罰都是會影響到幼兒從小的創造力，所

以這時候家長要用鼓勵、讚美的詞語方式讓幼兒多畫，而不是用看不懂

或亂畫的字眼傷害幼兒的身心發展，這樣才會使幼兒創造力增加而不是減
少。 

 

八、創造力的定義 

1.『創造是一種心理歷程，也是一種思考能力』。(註七) 

華萊斯(Wallas G)：創造力思考的歷程。                                                                

A.準備期：發現困難問題，分析問題所在，閱讀有關資料。                                                                   

B.醞釀期：把問題暫時擱置，但潛意識仍在想解決問題的方法。                                                                      

C.豁朗期：忽然頓悟，了解解決問題的關鍵。                                                               

D.驗證期：所得的觀念加以實施，驗證可行性。 

2.『創造是一種能力，以擴散性思考能力為基本能力』(註八)包括：                        

A.獨創力：指能想出與眾不同的觀念來的特性。 



幼兒繪畫與創造力之初探  

 

 6 

Ex:垃圾桶是用來裝垃圾不具有獨創性，如幼兒回答當籃框就比較具有獨創力 

B.敏覺力：指對問題的敏感性。 

Ex:當老師一走進教室時，甲同學比其他同學先發現到老師換了新髮型，所以甲

同學的敏覺力比其他同學來的高。                                          

C.變通力：指思考反應的變化程度，反應類別越多者，變通力越高。  

Ex: 『水有什麼用途呢?』甲小朋友回答:澆花、煮飯、洗車子。 乙小朋友回答:

洗澡、洗杯子、洗碗。 所以甲小朋友的變通力比乙小朋友還來的高。 

D.流暢力：指能想出大量構想的能力，反應數量越多者，流暢力越高。 

Ex: 『有什麼東西是圓形的?』甲小朋友回答:西瓜、籃球、呼拉圈、彈珠、錢幣、

鈕扣、時鐘、輪胎。 乙小朋友回答:乒乓球、瓶蓋、柳丁。所以甲小朋友的流暢

力比乙小朋友還來的高。 

E.精進力：指個人在思考時仔細週到，增加細節或精緻化的程度。 
Ex:繪畫題目為『我的家』幼兒把家裝飾窗戶、煙囪、瓦片、門 

 

3.『創造力對幼兒的價值有：滿足幼兒自我表現、培養幼兒觀察能力、                                                                   

增進生活情趣、促進人格發展、適應社會環境。』(註九)                                                                                                                                                                                               

 

九、幼兒繪畫與創造力的關係 

『創造力是腦的重要思考能力之一，腦力的訓練能夠提升創造力，增強創造性的

思考』。(註十) 

『繪畫教學的活動可以尊重每個孩子的個性，目的是在培養兒童的創造能力、理

智與感情平衡及心理健全人格為目的』。(註十一) 

『創造力和繪畫教學是一體兩面，密不可分且互為影響的』。(註十二)在我們的

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都需要創造力的幫助，像是我們在學校裡所上的幼兒造型

這門課程，時常讓我們想破頭，到底要如何才能做出屬於自己風格，又具特色的

作品，這時創造力就成了最重要的角色，藉由這門課程也讓我們互相欣賞到其他

同學所創作出來的作品，其實都具有各自風格的特色。 

根據研究結果，幼兒及國小低年級學童「基本形狀創意繪畫訓練課程」的結論：

『孩子的創造思考力可經由學習繪畫而增進，其學習繪畫有一系統的規劃，其學

習效果最好，能明顯地提高幼兒創造思考力』。(註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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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嬰幼兒創造力的輔導 

創造力的培養，父母是輔導者。幼兒在創造的過程中，父母應接納孩子的不同意

見，接納各種差異，也容許孩子有可犯錯的機會，並讓幼兒從中學習，給於孩子

鼓勵，信賴與支持，建立幼兒的自信心，讓幼兒有多一點的思考空間，避免過多

的干涉，這些都將可以幫助幼兒提升創造思考能力。 

     

参●結論 

現在家長大多都注重幼兒的背誦及邏輯思考能力，或是從小就讓幼兒去才藝訓練

班上課，往往忽略了幼兒的興趣及創造力。我們發現幼兒的繪畫能力和創造力是

息息相關的，而幼兒的繪畫能力與創造力都與幼兒的人格建立有關，所以不管幼

兒在哪一方面的學習，我們都應該讓他們有自己的空間去創造、創作，父母不要

因為害怕小孩遭遇挫折，而一再的限制住小孩的行動，或是批評小孩的畫，這些

不適當的方式是會扼殺幼兒的信心及創造力的發展，然而現在世界的走向也偏向

民主，所以不要再壓住幼兒的想法，讓幼兒能有個快樂的童年，相同的，未來的

路也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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