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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资源拓展幼儿园美术课程新空间 
朱玲玲 

（唐闸镇街道怡园新邸幼儿园  226001） 

摘要：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幼儿美术课程结构单一的缺点，但是在改革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缺乏
创新的问题，因此必须尽快结合幼儿学习特点开发出更加适合幼儿发展的课程，而利用乡土资源进行幼儿美术课程的拓展，可以很
好的突出幼儿美术教育的生活性，从而促进美术教育的发展，使幼儿美术课程办出特色，本文结合相关的教学经验，对利用乡土资
源进行幼儿美术课程的拓展提出几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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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术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引导幼儿观察生活，从而发现生

活当中的美好，从而培养出自己的审美意识，而乡土资源有着
自己独特的魅力，利用乡土资源对幼儿美术课程进行拓展是实
现教育现实和教育思想的创新，是当前课程改革背景之下的有
力实践，它符合素质教育的发展理念，根据地区的经济发展水
平，突出本地的乡土特色，充分的尊重幼儿个性的发展，保持
学校和社会环境的独特性，并且融合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
法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幼儿园美术教育
的兴趣，最大程度的提高幼儿的美术素养。 

一、利用乡土资源拓展幼儿园美术课程新空间的意义 
各地区的习俗不同，在长期的发展中保留的各种艺术形式

也不相同，并且这些习俗和艺术类别所形成的人文环境也不相
同，利用这些所开发的地方美术资源课程拥有着极高的价值。本
土的美术资源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是人民长期以来经过实践所带
来智慧结晶，它显示着人民伟大的智慧，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
基础，通过见乡土的元素在活动中进行展现，让幼儿了解乡土文
化，从而培养民族自豪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幼儿的爱国意识，
提高自身的美术素养和审美水平。[1]与此同时教师在课程的开发
和教学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提高自己的创新
能力，实现综合意识的更新，利用地区的悠久历史和丰富资源让
幼儿在学习当中了解本地区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结合生活实
际，以创新的方式展现乡土美术课程，让幼儿不断地发现生活中
的美。并且美术课程标准中也明确的指出了要将幼儿美术课程与
生活紧密结合，增大幼儿美术课程的开放性，利用乡土资源拓展
幼儿园美术课程新空间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极大的体现出了幼
儿美术教育的人文思想，促进了美术教育的蓬勃发展。 

二、利用乡土资源拓展幼儿美术课程新空间的方法  
（一）有针对性地将课程资源和地方乡土资源有机地整合 
幼儿时期的孩子思想还十分幼稚，并且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和探索欲，而学前教育美术教学着重帮助而儿童学习一些简单
的美术知识，带领幼儿初步建立美术鉴赏能力，培养幼儿的学
习兴趣。因此首先应当进行课程体系内容的延伸，制定出可行
的学习内容，针对幼儿的好奇心，可以利用幼儿生活当中随处
可见的各种资源进行课程的展开，如各种的本地农产品、贝壳、
蓝印花布、卵石等等，利用这些乡土资源培养幼儿的美术想象
能力，树立起热爱生活的、爱家乡、美化生活的美好情操。如
可以开设课程《有趣的贝壳》《美丽的蓝印花布》等课程。 

（二）结合乡土资源，开展幼儿美术活动游戏化活动 
可以结合幼儿的特点开发出符合儿童发展水平的游戏化课

程，这也是利用乡土资源进行幼儿美术课程拓展的重要措施，
教师在进行美术游戏课程设计时要巧妙的将将乡土资源进行融
合，要将美术教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有助于活动的

进一步开展，例如教师可以将植物的种子、松果、菜叶等等本
地农产品融入到课程当中，让幼儿利用这些农产品制作各种美
术作品，并且对于不同年龄段等的幼儿应当有所区分，鼓励较
大的幼儿进行创作，让较小的幼儿从模仿开始学习，最大程度
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不断地实现思维的突破。还可以在老师
的带领之下走出教室，走出校园，利用本地具有各种各样的资
源，开展各种形式的美术活动，在游戏活动过程当中教师要及
时的对幼儿进行指导，规范幼儿的学习行为，对优秀的作品及
时进行展示，从而增大幼儿的学习动力，点燃幼儿的学习热情。 

（三）在与风景名胜的亲近中培养幼儿美术素养 
本地在长期的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自然风

光和历史名胜，设法让儿童去了解去感受、去亲近、去欣赏本
地特有的大自然美景和历史遗迹，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到美术知
识，接受艺术的熏陶，了解各种乡土人文。同时在参观的过程
当中幼儿彼此之间不断的进行交流，交换自己对各种乡土资源
的看法，丰富了知识，促进了幼儿之间的感情，同时这种和谐
愉快的方式可以激发幼儿的美术创作热情，从而创作出天马行
空的作品。[2] 

（四）家园合作互动，创新乡土资源 
利用乡土资源进行美术课程的拓展，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在此过程当中也应当加强与家长的互动，家长作为孩子成长过
程当中的第一任教师，对儿童的教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
时家长在生活中也掌握了十分丰富的与美术有关的乡土资源，
在进行美术教学活动时，可以邀请家长进行参与，共同培养美
术情趣，共同展开美术创作，搭建起家园合作的平台，如在开
展主题活动《南通哨口风筝》的过程中，通过邀请一名幼儿的
家长来讲述本地哨口风筝制作的过程，在让幼儿通过图画的方
式变现出来，幼儿结合自己的理解展开了想象，创作出了孩子
眼中的哨口风筝。 

结束语： 
综上所述，乡土资源散发着无穷无尽的魅力，它代表着本

地人民的无穷无尽的智慧，而乡土美术课程资源随着不断地开
发和完善，也越来越适应幼儿的发展，并且利用乡土资源拓展
美术课程新空间是对教育课程的创造性方法，符合幼儿教育课
程体系的发展初衷，对于教师的培养和幼儿的全面发展有着现
实的意义，再下一步的发展中要找出课程设计的不足，创新教
育方法，从而不断地推动美术教育事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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