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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為什麼想畫畫？ 

 

賴文鳳 

 

幼兒園裡經常可以看到幼兒隨手拿起紙筆就開始畫畫，畫畫彷彿跟學走路一樣自

然而然地發生了。如果問問幼教老師或是有志成為幼教工作者的大學生：為什麼

幼兒想畫畫？大家的答案會是什麼？這篇文章想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以下這幅圖，是幾年前我在原住民部落收集到的一幅自由畫，這幅畫作看起來只

是重複出現的灰色線條，我們很難從畫作中理解幼兒想表達什麼？我在上課時曾

分享這幅畫，請學生說說他們看到這幅畫的感受，猜猜這幅畫的主題。在得知幼

兒的背景之前，學生們猜這幅畫可能只是塗鴉、練習畫直線；或是畫下雨、草地、

柵欄等學生的日常生活中看得到能用垂直直線表達的東西；但更多的學生陷入沉

默或沉思。然後，我透露這幼兒是泰雅族原住民，學生們的思考之後回應說：可

能是小米田、樹林、泰雅編織的線等。然而沒有一位學生能夠想像這是 

一幅關於抓眼鏡蛇的畫。由於我們都不是原住民族的老師和學生，這樣的生活經

驗幾乎不曾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透露了我們缺乏跨文化的經驗，打獵、

抓蛇、採摘植物花果、感知雲彩陽光雨水風向等等經驗，對我們非原住民而言是

遙遠且抽象的。 

這幅塗鴉是一位剛滿四歲原住民族幼兒的自由創作，在繪畫過程中，他站在桌前，

隨機拿起一枝灰色的彩色筆，以全身的大肢體動作，從圖畫紙的上緣往下畫，似

乎用盡全身的力氣一般，來來回回上下不斷的畫出一條又一條灰色的線條，他一

邊專注地畫，同時流暢地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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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有抓很多眼鏡蛇，我在家有吃那個眼鏡蛇耶！我敢吃！加辣椒阿！

我爸爸很厲害喔，他敢抓眼鏡蛇，我也敢抓很大的眼鏡蛇耶！我弟弟抓小的，

我媽媽也跟我爸爸抓眼鏡蛇，我媽媽也抓眼鏡蛇，那個阿…姑姑也…那個

阿…我哥哥跟我抓大大的，我爸爸也很大的蛇，媽媽抓很大的蛇，弟弟抓小

的，我爸爸跟我敢吃阿、抓眼鏡蛇、還有辣椒，辣椒我敢吃耶，我爸爸有留

給我吃，我去山上有被眼鏡蛇咬耶。我大哥哥不會怕，大爸爸跟小弟弟會怕，

大爸爸不會怕，大哥哥也不怕，大媽媽也不怕，小弟弟才怕…」 

 

這位泰雅男幼兒口語敘述的速度搭配他畫線條的節奏，他的身體上下有韻律地高

低微蹲、又站直，一邊口語敘說，一邊畫圖，一幅關於抓眼鏡蛇的圖在數分鐘之

內就完成，完成後這位幼兒把畫高高拿起，自己微笑著欣賞，轉過身對著我很自

信開心地說：「我要拿回家給爸爸看！」這句話表示幼兒知道這些線條可以保留

意義，他在學校畫的圖可以等到回家後再說給爸爸聽，分享他在學校畫這幅畫經

驗，而且期待他爸爸會了解，共享他作畫的心情。就如同 Coates 與 Coates, （2006）

指出幼兒在理解和詮釋經驗的過程中，也會想分享其經驗給他人，這個分享的過

程，幼兒學習如何與他人共構和協商意義。這位泰雅幼兒還不會寫字，能認得的

符號有限，以他的大小肌肉發展，直線條一筆畫下來已是他最佳的符號表達，以

不斷重複的線條，強調這個抓蛇的經驗對他的意義。 

 

繪畫作為一種文化工具 （cultural tool, Vygotsky, 1978），是現代幼兒經驗周遭環

境過程中重要的媒介。透過繪畫幼兒可以探索及瞭解不同的經驗的意涵

（Kinnunen & Einarsdottir , 2013；Papandreou, 2014），幼兒的畫作不只是反映他

們所感知的世界，繪畫過程中他們亦主動地建構、詮釋經驗；並且和同儕及周遭

環境互動、討論或模仿彼此的繪畫、交流彼此日常生活經驗。 

 

同時，繪畫活動能幫助學齡前幼兒逐漸了解生活環境中的符號的意義，透過繪畫

幼兒嘗試並學習以抽象符號表徵意義。Gardner（1973）認為繪畫應被視為一種

符號系統，如同學習語言的過程一樣，幼兒亦透過塗鴉的符號嘗試溝通。換言之，

繪畫可視為學齡前幼兒語文發展的一部份（Kress, 1997）。 

 

我們可以觀察到幼兒在作畫過程中，有時會塗去畫過的部分，有時也會邊畫邊描

述補充內容，或是邊畫邊以身體動作表達情緒或經驗。作為老師或父母的我們，

嘗試瞭解幼兒在繪畫過程中「正在做什麼」以及「幼兒為什麼畫畫」是比較重要

的（Cox, 2005）。觀察幼兒繪畫的過程的重要性在於，對幼兒而言相同的符號可

以代表不同的意思，如果缺乏觀察繪畫過程的紀錄，我們較難瞭解幼兒繪畫中所

欲表達的含意。 

 

有些幼教老師或藝術教師對於還在塗鴉的幼兒會設法讓他們練習畫完整的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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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略了在塗鴉的幼兒或許如同正在牙牙學語的幼兒一般，他們以「塗鴉」來表達

想法或感受。Kinnunen & Einarsdottir （2013）指出，在繪畫過程中，幼兒很少

事先想好繪畫主題，而是在運用媒材的過程中，探索媒材之間的關係（例如、水

彩筆和圖畫紙的關係）或是自己身體和媒材之間的關係（例如，手臂運轉可以在

圖畫紙上產生什麼圖像）。在探索和嘗試的過程中, 線條、圓圈、點、曲線等繪

畫元素會呈現於畫紙上，而畫面視覺的刺激會引發讓幼兒連結到生活經驗。 

 

就如同 Wright （2007）的提醒，幼兒對於繪畫的命名通常是在畫完之後，甚至

一幅作品有沒有被命名對幼兒而言其實不那麼重要。幼兒創作過程所嘗試表達的

經驗不一定是已經結束的經驗，有時候，他們是透過畫畫的過程理解他們的經驗，

幼兒在動物園看過企鵝，之後在幼兒園裡塗鴉畫了企鵝，塗鴉的企鵝看起來像不

像動物園裡看到的企鵝很可能並非幼兒想要表達的，他想表達的，可能是他看到

企鵝時驚喜的感受、企鵝走路搖擺的姿勢、企鵝短短的翅膀、或是想起爸爸媽媽

講過關於企鵝寶寶出生的樣子。塗鴉的過程提供幼兒將過去的經驗連結至目前的

活動中，透過這個畫畫的活動，關於企鵝的經驗逐漸建構起來，這個逐漸建構的

脈絡，可以包含不同人、事、地、物的連結，可以是動物園裡的看的企鵝、共讀

繪本故事裡的企鵝、卡通動畫裡的企鵝，甚至是幼兒之間關於企鵝經驗的交流、

課程活動中的企鵝等等。也就是說，畫畫這個活動，可提供幼兒一個平台，統整、

理解、建構經驗。關於企鵝經驗的意義也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 

 

當成人僅僅拿著畫作詢問幼兒他們畫了「什麼」？剛開始畫畫的幼兒很多時候會

愣一下，這個瞬間愣住的意思在於，這個過程真的很難用「畫什麼」來回答。有

時幼兒真的沒有在畫「什麼」，有時驚喜的感受已經在專注地來回畫圈的時候表

達出來，企鵝走路搖擺可愛模樣，也已經在畫畫過程中用身體語言說明了，繪本

中看過的企鵝寶寶也已經用小點點代表了。於是，幼兒對於最終作品的說明常常

較為簡略。 

 

當我們瞭解幼兒為什麼想畫畫之後，如果不問幼兒畫了什麼？在幼兒畫畫過程中，

老師們可以如何與幼兒互動？身為幼兒文化的局外人的我們，若想要進入幼兒的

繪畫世界，一如我們想進入幼兒扮演遊戲或是敘說的世界時，我們可以先在一旁

安靜且好奇地觀察他們做什麼？聽他們說什麼？真摯的好奇心和敏銳的觀察力

總是能帶我們進入幼兒的世界，提醒自己我們是局外人，需要幼兒的分享我們才

能慢慢以幼兒的角度看到他們看到的經驗世界，因此積極地聆聽或許是和幼兒互

動的第一步，也唯有如此，局外人的我們多了一個管道，才能將幼兒的生活經驗

融入課程活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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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這篇文章的資料來自作者科技部研究案（MOST:104-2410-H-003-065），感謝

科技部的補助以及所有參與的原住民幼兒、家長和老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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