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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沙朗乡幼儿园美术集中教育活动
运用白族文化资源的研究

陈新悦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沙朗白族乡位于昆明市西北部，被称为昆明城边的“金花之乡”，境内山清水秀，与大理白族一脉相承，有着浓郁的白族风

情和文化积淀。将白族本土文化资源融入幼儿园美术集中教育活动中，为幼儿营造一个良好的民族美术氛围，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审

美意义。通过实践研究了解该民族幼儿园中美术教育活动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已有的白族文化资源重新整改美术教育活动的目标、内容

和方法，通过融合本土民族元素、改进创新原有的艺术教育活动，帮助民族幼儿提升审美素养及美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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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对白族文化资源的认识及美术集中教学的问题

（一）教师对白族文化资源认识的问题

1. 教师对白族文化资源的认识限于物质层面

通过群访园内大班 6 位幼儿教师，基本了解教师对当地文

化资源的认识，合作教师们主要包括白族、汉族两个民族，其

中有两位教师是沙朗乡本地人。除此之外，教师的学历均为本

科，有扎实的学前教育理论基础，也具备一定的教学实践经验。

通过访谈发现，该园教师对运用白族文化资源认识主要存在着

以下问题：

I：“你们认为目前有哪些当地白族文化资源是可以直接运用

到幼儿美术活动中？”

T1：“沙朗当地的文化资源有扎染、服饰和刺绣。”

T2、T3 补充道：“建筑、木雕、霸王鞭等。”

I：“你们认为除了这些物质层面的文化资源，还有那些精神

层面的资源可以运用在幼儿美术活动中呢？”

在上述访谈中，教师们能很准确地说出当地的白族文化资

源包括扎染、木雕、服饰、刺绣、建筑、木雕、霸王鞭等用视

觉感官可以直观看见的白族文化资源。从这一点不难发现教师

对当地白族文化资源的物质层面认识较为全面。但文化具有广

义的人文的概念。文化资源应该考虑到从过去纵向历时态延伸

或者横向时态拓展的各种物质化、精神化的资源。所以，教师

在白族文化资源认知上，主要了解其物质层面，缺乏对精神层

面的认识。全面了解白族文化资源，不仅有利于白族文化资源

更合理的选择，更有利于将精神层面的文化渗透在幼儿园美术

活动中。

2. 教师美术集中教育活动运用白族文化资源的经验不足

I：“根据你们的教学经验以及对幼儿美术发展的特点的了解，

你们认为白族文化资源运用会面临哪些困难？如何解决？”

T1-T6：“我们现在已经将扎染运用在区域活动中，但还未

开展其他活动。所以这方面的经验还不够丰富，应该是选择合适

的白族文化资源比较困难吧。”

T5：“白族文化资源究竟怎么和美术活动很好地结合？”

导致教师在相关活动上的经验缺乏的原因，主要表现在教师

的实践经验缺乏，以及未能充分认识对白族文化资源特点，因此

需要分析幼儿集中美术教育活动和白族文化资源的特点，寻找到

两者的共性，才能将活动有效的实施。

（二）教师美术集中教学以“示范”为主，缺乏对幼儿创造

力的培养

教师在活动中的指导，通过观察尤其在“合理运用示范，解

决了创造中的技术难点”这项时，教师们都存在问题。另外，教

师都没提供给幼儿足够想象的创造时间。可见，教师对幼儿的指

导过多，引导不够。一方面，由于考虑到乡里幼儿的能力有限、

大多数幼儿无法进行创造。另一方面，大多数教师是新手教师，

平均入职时间 3-5 年，不能把握“教师示范”与“幼儿自由创造”

的平衡点。故而，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虽然不能很好地培养幼

儿的创造力，但能保证目标的完成。为了激发幼儿的创造力、想

象力，教师可以在运用白族文化资源的同时，尝试不同的引导方式。

用语言提示幼儿思考，实物、多媒体辅助幼儿教学。幼儿把“牵”

着走，变为“引”其自由创造。

（三）教师评价注重结果，缺少对幼儿美术过程的关注

通过观察活动，多数教师主要注意“目的性”的培养，缺少

对幼儿“过程性”的关注。教师们认为，评价美术活动标准主要

是评价幼儿作品的效果。不可否认，幼儿美术作品是评价美术活

动的重要标准之一，但不能忽略美术过程的重要性。美术活动不

仅是提升技能的活动，更是发展审美能力的活动。而技能的提升

必须是在审美能力发展的基础上。所以，教师更应该关注幼儿活

动过程中，情感的表现、对不同事物美术形象的感受、幼儿创造

力的表现……在幼儿每一次活动中进步。

二、沙朗乡幼儿园大班美术集中教育活动运用白族文化资源

的实践研究

（一）活动的目标的制定

幼儿园美术集中教育活动的目标一般根据布鲁姆的教育目标

制定分为认知目标、情感目标、技能目标三个维度。

图 1　布鲁姆教育目标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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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艺术教育活动目标的制定

活动总目标 美术欣赏活动 绘画活动 手工活动

认知目标
感受当地白族文化形象美、颜色美、线

条美、律动美。

感知不同白族文化资源的艺术形象，

关注其色彩、形态、纹饰、等特征。

了解不同白族艺术作品的制作方法以及不

同白族文化资源的形象。

情感目标
提升幼儿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喜爱

之情。

喜欢欣赏、体验白族文化独特的艺术

风格，并通过绘画的方式进行表达。

能从白族文化资源中体会到当地居民的智

慧与对生活的美好期盼。

并在活动中，体验成就快乐，建立自信心。

技能目标

（创造力目标）

在感受白族文化中不同形象的鲜明性和

象征性的基础上，运用不同的方式，表

示出自己的观察与想象。

学会合理地运用不同的材料进行装饰

性的绘画和自主创造。

能在教师的引导下，制作出与别人不同的

装饰性形象及纹理。

（二）活动内容制定

根据活动内容选择的原则和可运用的白族文化资源，按照主

题活动的方式确定活动内容的范围，制定一个大班主题活动，分

为 3 个主题、3 个阶段、共 12 个活动。主要内容如下表：

表 2　大班美术集中教育活动运用白族文化资源的活动主题一

主题一：多姿的白族服饰（30 分钟左右）

活动类型 具体活动实施顺序

美术集中教

育活动

第一周：绘画活动—美丽的白族服饰

第二周：手工活动—白族蝴蝶剪纸

第三周：手工活动—白族人与花

第四周：手工活动—白族头饰《风花雪月》

表 3　大班美术集中教育活动运用白族文化资源的活动主题二

主题二：独特的白族民居（30 分钟左右）

活动类型             具体活动实施顺序

美术集中教

育活动

第五周：欣赏活动—欣赏特色的白族民居

第六周：绘画活动—创造趣味的白族民居彩绘

第七周：手工活动—神奇的白族雕刻

第八周：绘画活动—有趣的白族装饰画

表 4　大班美术集中教育活动运用白族文化资源的活动主题三

主题三：白族技艺、建筑与节日（30 分钟左右）

活动类型 具体活动实施顺序

美术集中教

育活动

第九周：手工活动—好玩的白族扎染

第十周：手工活动—白族粘贴画

第十二周：手工活动—壮丽的白族三塔

第十二周：绘画活动—欢庆白族火把节

（三）活动流程的制定

根据大班幼儿审美能力的表现和《指南》中艺术领域的要求，

完整的美术集中教育活动包括感知与欣赏、体验与创造、评价与

交流，三个环节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实现活动目标：

1. 感知与欣赏阶段

保证幼儿审美创造的顺利进行，必须要为幼儿提供大量的直

接经验。提供给幼儿欣赏白族文化资源，不仅与视觉艺术联系在

一起，也能与人文、地理、民族心理等各个因素相关联，为幼儿

更形象、直接、强烈感受人文、地理、白族文化搭起一座桥梁。

2. 体验与创造阶段

美术活动的基本阶段，需要侧重幼儿自主表达与创造的能力。

一个美术活动是否有效，取决于幼儿在活动中是否有充分体验的

时间，是否对活动保持着良好的积极性。

教师在这一环节中，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活动，为幼儿创造

一个表达与创造的空间。在美术欣赏活动中，教师需要用有效的

方式引导幼儿观察不同白族文化的特点，发现白族文化中的共性

和个性，激发幼儿的想象空间和创造力。在幼儿绘画和手工活动中，

教师应减少主导性，为幼儿提供动手操作的机会，让他们在操作

探索中，提升审美能力。

3. 交流与评价阶段

幼儿学习美术是一种活动经验整合的过程，并不是割裂一个

领域来单独谈美术。语言是幼儿表达自己情感最直接、简单的一

种方式。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活动，当活动结束时，教师应当鼓励

幼儿交流自己对作品的感受，既能加深幼儿对白族文化的印象，

又能促进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因此，在活动结束的最后一个部分，让幼儿自评、互评、交

流自己的作品，分享自己的创造心得，获得认同与鼓励。教师可

以让幼儿来描述自己的美术作品，了解幼儿创作的想法。也可以

让幼儿交流自己创作的过程，认识幼儿的感觉。

三、活动的效果

沙朗乡幼儿园大班美术集中活动运用白族文化资源经历了 3

个多月的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实施—反思—调整和再实施，

并和教师共同开展 22 次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对幼儿而言，他们对白族文化及其美术形象的认识更加丰富

了，他们的审美感知、情感、创造力也有所提升。特别是幼儿的

审美情感能力，幼儿们不仅表现出去白族文化资源的兴趣，也能

感受到白族文化的别样美，并激发了其对本民族文化的喜爱。

对教师而言，一方面通过活动的设计与实施，更全面的认识

了解了白族文化资源及增加了在其活动中运用的经验，另一方面，

通过白族文化资源的运用，转变了对美术集中教育活动的指导理

念和评价观念。

对研究者而言，和教师们一起设计、实施活动如同攀爬高山

的旅程，道路虽蜿蜒曲折，又在曲折的道路中前进着、上升着。

在与幼儿、教师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夯实了理论的基础，积累

了实践经验。

美术集中教育活动运用白族文化资源，不仅是在体验白族文

化资源的审美价值中再次审视幼儿美术集中教育，更是在幼儿美

术集中教育中强调文化的作用与意义。当“审美”与“文化”相

互交融时，幼儿能够更好地在民族文化中徜徉，且对民族文化独

特的“美”产生全新的探索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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