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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教学的问题及对策
陈新悦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 昆明 650011）

摘要：《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是高职学校教育专业的一门必

修课程，主要是针对幼儿园艺术领域课程开展教学，例如基本的

音乐、舞蹈、绘画、美工等课程。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师要立足

当前幼儿园艺术领域教学形势，灵活设计教学活动，积极融入就

业导向，为学生创设幼儿园艺术教育模拟情境，让学生熟悉艺术

教育内容、教学模式，提前为学生积累幼儿艺术教育经验，为学

生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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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前儿童教育教育》课程在学前教育专业中是一门理

实性课程，也是学前教育教法的一门课程。它具有一定教育性和

特殊性。它的教育性体现在重点学习幼儿园教育理念和教学活动

组织和开展的内容。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艺术教育的特殊性中，

艺术教育也是审美教育，课程的方面应该在学生技能学习的基础

上认识幼儿的审美教育和美学教育，学会要以幼儿的眼光来看待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将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和审美创造和幼

儿的个性紧密结合。不仅把握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还要培养幼

儿基本的审美素养和创造能力。由于《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

具有的教育性和特殊性导致在高职课程教学中存在诸多问题。根

据数据统计，在该门课程的教学教师中有 70% 的艺术教师，仅有

30% 的学前教学教师。因此，教师在教学理念中会出现两边的分歧：

学前教育专业教育在教学中更注重幼儿教育性的体现，艺术教师

更注重学生艺术技能性的培养。综上，为了更好地开展该门课的

教学，调整艺术教师在教育理念和方向中存在的问题。故围绕将“教

育性”和“特殊性”如何更好地结合，来探讨高职《学前儿童艺

术教育》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高职《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教学没有体现“就业导向”的功能

虽然《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包含了幼儿园艺术领域的绘

画、音乐、舞蹈、美工等课程，但是很多教师在教学中更侧重对

教材内容的讲解，忽略了结合当前幼儿园艺术教学的新思想。例如：

当前幼儿园比较倡导 DIY 艺术创作、乐高积木拼图等课程，奥尔

夫音乐教育等。由于较少结合幼儿园教学的需要，把课外幼儿园

艺术教学资源运用在高校课堂中，导致这门课程的就业导向不太

明确。

（二）学生对《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理念的“教育性”

认识不够

在以往的教学中，不难发现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仍旧有很多

学生对幼儿园艺术领域认知局限在唱歌跳舞、画画等层面。新《幼

儿园工作规程》的颁布强调，“幼儿园艺术教育更注重培养幼

儿发现美、欣赏美、创作美的能力”，倡导幼师带领幼儿亲近

自然，引导幼儿进行 DIY 艺术设计。但是很多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对这些新变化知之甚少，对于幼儿艺术教育的认识具有

很大局限性。由于幼儿的身心受到年龄的限制，幼儿园艺术领

域的教育不该把“艺术本位”放到重要的位置，需要将“幼儿本位”

和幼儿的审美素养相结合，在活动中唤醒幼儿的外显的高峰经

验，用多样的手段激发幼儿的兴趣，让幼儿在活动中感受到创

造艺术的快乐。

譬如：在幼儿美术活动设计一些游戏环节：两组幼儿尝试用

吹画进行比赛，在用多彩的颜色进行装饰。这样在活动中不仅拓

宽了幼儿的绘画技法，还增强了幼儿的竞争意识和活动体验。由

此可见，只有加强高职学生幼儿园艺术领域的认知才能更好的在

未来的岗位中组织活动、开展活动。

（三）幼儿艺术教育实训体系不够完整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幼儿教师

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做支撑。还需要有效、成体系的实训课程，

才能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该们课程，彰显出独特的就业优势。虽

然《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包括了实训内容，但大多数教师主

要是采取播放幼儿园艺术教育视频、校内实训基地开展艺术教学

模拟等放置开展教学，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锻炼学生

的艺术教学能力，但是实训内容只是局限在课本上，对于幼儿园

实际艺术教学经验讲解的比较少。在多元化、多系统的教学理念下，

需要合理的分配课程的设置，才能加强高职高专学生的特色幼儿

园课程的设计能力，做到理论和实践不脱节。

二、高职《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教学优化策略

（一）运用模拟教学法，开展体验教学

为了将其“教育性”和课程的“特殊性”有效的结合，教师

可以在学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幼儿艺术教育板块来创

设模拟情境，每学完一个分领域，就进行一次模拟课程的活动。

一方面，可以让学生锻炼学生的教学设计和活动开展的组织、控制、

创新思维等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对歌唱、舞蹈、绘画、手工等

活动的要点加深理解，在模拟课堂的教师指导中再次夯实学生对

相关知识点的掌握。

例如教师创设小班音乐教学情境，学生自由结组，选定一首

儿歌开展模拟教学。有的小组选取儿歌《拔萝卜》作为教学歌曲，

小班教学时间一般为 15-20 分钟左右，每一个小组要制定儿歌视

唱练耳教学方案，要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可以先准备《拔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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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通微课；小花猫、老奶奶、小女孩等头饰；设计好拔萝卜舞蹈

动作，做好教学前的准备。小组内部要分配好“角色”，例如有

的学生负责播放《拔萝卜》卡通微课；有的学生负责舞蹈展示；

一名学生负责儿歌教唱，设计合理的载歌载舞教学方案，让学生

自主设计幼儿艺术教学方案。教师可以结合每一个小组模拟教学

进行点评，例如针对学生舞蹈动作设计、儿歌视唱练耳进行完善，

提升学生幼儿艺术教育能力。

（二）设计项目教学法，提升学生艺术教学能力

艺术教育是幼儿园教学的核心，也是家长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就业影响比较大。

教师在教学中巧妙设计学前儿童艺术教学项目，让学生自主设计

艺术教学设计、制作教学道具、设计小游戏等，提升学生幼儿艺

术教学能力。

例如教师可以结合幼儿绘画教学开展项目教学，学生独立或

者合作完成幼儿绘画教学体验项目，学生需要完成绘画教学项目

书、项目实施方案、项目成果展示、项目实施反思。有的学生选

择了创意布贴画作为绘画项目，准备各种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

布料、剪刀、胶水、彩纸等材料，学生自主剪辑一些微课，展示

不同卡通人物形象，启发幼儿想象力。学生可以设计详细的布贴

画创作过程，例如佩奇制作流程，准备粉色布料，可以先在硬纸

板上绘制佩奇图案，根据佩奇头像裁剪布料，再在粉色佩奇布料

上画上五官，让绘画教学变得充满童真童趣。教师们要引导学生

展示自己绘画教学方案，进行自我反思，逐步完善艺术教学项目，

提升这门课程教学有效性。

（三）建立名师工作室，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要积极组建名师工作室，一方面是邀请当

地优秀幼师担任客座教师，为学生现场讲解幼儿艺术教育技巧，

进一步优化《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实训教学；另一方面是组织学

前教育专业教师进行培训，打造“双师型”教师团队。

例如学校可以邀请当地优秀幼师分享艺术教学经验，例如当

下幼儿园比较热门的艺术教育理念，比较流行的 DIY 设计课程、

乐高积木课程、非遗文化教育等，把这些优质的、实用的幼儿艺

术教育经验融入《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打造全新的幼儿艺

术教育园本课程。例如教师可以邀请优秀幼师联合开展艺术实训

教学，为学生讲解一线幼儿艺术教育技巧，提前让学生熟悉幼师

艺术教学职责。

（四）利用校内外实训，制定特色专业实训课程

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在理论的基础上有效的拓展实践，

增加学生的艺术视野和幼儿园教育实践经验，可以利用校内外实

训，制定特色专业实训的课程。利用学校中有的实训室资源，选

择特色内容制定特色课程。像在学习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后

就可以根据其“原本性”“自然性”的特点来开展实训。可以让

幼儿学生充分利用实训器具、地板和墙面发出自然的声音来为不

同的音乐旋律配上节奏。甚至可以加入诗歌朗诵和歌剧表演的元

素来设计相关课程。让学生们能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

练习、创编、表演相关的内容。

除此之外，利用手工实训室也能合理的将艺术领域的手工和

环境创设相结合。在传统的手工教学中通常是对学生进行分类的

教学或是单个物品的教学。例如，用超轻黏土来制作熊猫，就是

单个物品的练习。个别教师后续可能会将幼儿的手工作品的的展

出，但当重新开设“环境创设”课程的时候又无法利用上，导致

课程太过琐碎，缺乏递进性和层次性。

因此，为了整合实训资源在幼儿园艺术教育教学中的不合理，

可以设置实训室特色课程做到课程之间的有效衔接及融合。譬如：

开设手工实训课—有趣的生日晚会，不仅能够在手工实训室练习

不同类型的手工作品像纸做的蛋糕等等。

另外，还能够让学生布置生日晚会的场景。这样可以将手工

和环境创设课程融合起来，即提升了学生手工制作能力，又锻炼

了其布置环境的能力，将校内实训室有效的利用起来。

除此之外，可以加强和校外实训的联系。一方面，可以联系

幼儿园让学生到幼儿园中给幼儿开展活动，同时还可以和幼儿园

教师学习不同种类的手工制作。另一方面，可以到手工、泥塑基

地中，让学生体验手工的快乐，教会学生利用手工基地的氛围，

来组织幼儿园艺术活动。

综上，在课程的教学中需要把校内以有的实训资源和课程整

理在一起，并拓展校外的资源。有效利用校内外资源，提升学前

儿童艺术教育课程的质量。

三、结语

为了有效的开展高职《学前儿童艺术教育》，将课程的“教

育性”和审美“特殊性”紧密结合。高职《学前儿童艺术教育》

教师要积极开展模拟教学法，根据教学内容创设不同的教学情

境，引导学生体验幼儿艺术教育，巧妙实施项目教学法，把几

大幼儿艺术教育课程转化为项目，鼓励学生自主制定幼儿艺术

教学计划，积极成立名师工作室，聚焦教师专业素养、艺术教

学能力提升，为学生讲解幼儿园艺术教学方法，为学生就业奠

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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