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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实践研究 
张玲玲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幼儿园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艺术是人类心灵最美丽的果实，笔者所工作的幼儿园是一所传统艺术教育特色幼儿园，在幼儿艺术教育方面进行了长期
的研究和探索。然而,全面推广的背景下，在转换中孩子的独立和探索性学习模式下教学，艺术教育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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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艺术教育对儿童的驱动作用是什么?在艺术教育中完成的

内容是否对儿童的终身发展形成有益的影响?这些问题对教师艺术

教育实践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有鉴于此，笔者以课题研究为实

践形式，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具体实践探索，在此，对探索

成果进行总结和梳理。 

一、对艺术核心概念的辨析 

对核心概念的理解决定了研究实践的最终目标和实际趋势。对

于本研究而言，什么是艺术教育，什么是艺术生活，是决定研究实

践效果的基本概念。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围绕这些核心概念进行了

提问和歧视。 

艺术生活:从“艺术源于生活”的观点出发，我们把围绕在孩子

身边的一切真实、亲身体验的生活内容，视为伟大艺术的源泉。积

极参加艺术活动,以及艺术表现情感体验,和其他有用的经验,艺术基

础好,好幼儿想说快乐唱歌或玩。从“儿童生活就是游戏”的理念出

发，在艺术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选择上，将丰富的儿童艺术经验与儿

童游戏相结合 

二、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的意义 

根据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阶段的分析2 ~ 12 岁是儿童艺术在一

段时间保持兴趣,3 ~ 6 岁儿童艺术的最佳时期接受启蒙教育,在这个

艺术教育特殊的阶段,其审美、人格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

幼儿园在开展艺术教育活动时，审美与艺术活动为核心,艺术教育为

切入点,注重艺术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们喜欢艺术的生活。 

幼儿艺术教育教学的实施方法 

3.1 玩中学 

玩中学是基于儿童好奇心强的特点，在玩游戏的过程中进行探

索学习。例如，在小班儿童体验美丽色彩的活动中，运用“弹珠”、

“晒棉被”、“吹草画”、“手印画”、“滚轮画”等游戏，这种游戏活

动给孩子们带来愉悦、满足、成就感。有时老师会根据活动的内容

来设计游戏的规则，但孩子们总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保持着对游戏的

高度兴趣。花舞等舞蹈教学,教师组织幼儿玩游戏的“花朵”第一次

请自由模仿花的外观,规则的变化,几个孩子的合作成一朵花,和开放

的音乐,自由组合和造型放在玩游戏来解决困难。 

3.2 重新认识活动与游戏活动的关系 

要实现教学的游戏化，首先必须在观念上有所改变。比如，一

定要把原来的研究资料转化为幼儿的研究，也就是把如何教的研究

转化为幼儿如何学习，如何轻松主动学习的研究。有必要改变原来

单一的课堂教学，把教学与游戏相结合的形式，让孩子在游戏中取

得进步。有必要从注重传授知识转向注重培养孩子的创造力等。 

3.3 互联网的重要性 

互联网让孩子们对接待活动的重要性和表演的感受有了更深

的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大自然正等

待着这些孩子去探索和发现。而我们忽略了孩子自己的创造力，孩

子自己的创造和思考的时间很少，老师都急于完成自己的安排，忽

略了和孩子的互动，了解孩子的接受能力，每一句话都亲自教孩子

怎么完成，几乎没有孩子们自由玩耍创造和思考的时间，这类艺术

活动大多是肤浅的东西。互联网给教师们带来了突破和希望,模拟接

待的幼儿园,模拟显示,在线,在线教学和学习记录屏幕有潜力成为一

个正常的方式,从幼儿园的角度来看,一些程序可以代表幼儿园的整

体形象,帮助孩子理解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和美丽,以刺激孩子的

感受,感受和发现很好。从父母的角度来看,网络还可以显示孩子的

长处,学习更多的东西,提高自己的学习时间,让孩子们自动地学习,

主动探索的答案和发现问题,以便孩子们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学

习,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 

3.4 调整课程设置，确保艺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突出特色，是学校追求发展、追求卓越的重要战略。为了响应

号召的主要管理部门,全面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依靠分析幼

儿园校本课程的开发,针对培养儿童健康全面的发展,我们已经进行

了分析幼儿园校本课程的特征。另外，营造丰富适宜的艺术教育环

境，为孩子提供快乐成长的空间也很重要。教师要幼儿园根据幼儿

的年龄特点，注重营造适宜的艺术教育环境，注重营造园林环境:

美化园林环境布局，绿色、童趣、艺术。创造一个充满尊重、理解、

肯定和鼓励的精神环境，尊重孩子的想法和创造，分享活动的快乐。

另外，营造艺术教育环境，引导幼儿进行多种选择。创建一个专门

的艺术活动室;二是营造室内外或社区环境，如户外大型自由创意

墙，组织儿童到国家文物公园观看壮族歌舞等;第三，营造班级艺术

区小环境，创设小舞台和艺术工作坊等活动区，鼓励幼儿大胆表演。 

3.5 提高设计艺术活动的能力 

活动前教师的计划设计是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因此，教师经

常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思考活动计划，研究活动的最佳开展方式。观

察后的评价讨论可以使教师和评价者重新研究活动设计的优缺点。

反复学习和修改的过程可以提高教师的活动设计能力。发挥环境对

人的隐性、潜移默化的作用。那就是用艺术装饰校园。巧妙利用校

园环境，将有限的空间突出艺术，例如，具有自身特色的教室环境，

突出艺术氛围的走廊环境，以及融合多种功能的专用活动室环境，

都能更好地满足孩子们的不同学习需求。 

3.6 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教育活动，促进儿童综合素质的提高 

3.6.1 自主的艺术游戏活动:首先，创造一个自主的艺术游戏活

动空间;二是构建班级艺术区域的小环境，使艺术活动活灵活现、寓

教于乐。三是给孩子自由选择、独立玩耍的机会。 

3.6.2 选择性的艺术兴趣小组活动:为了满足儿童个性化发展的

需要，设立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兴趣活动小组，包括打击乐、创意绘

画、趣味手工、艺术组等。通过游戏化学习。 

3.6.3 渗透式艺术教育活动:将艺术教育渗透到幼儿日常生活的

每一个环节。一是营造充满审美情感色彩的生活环境;第二，注重对

日常生活的欣赏;第三，艺术教育渗透到儿童生活的各个环节，艺术

教育与儿童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真正做到情境化、生活化。 

结语：幼儿园的艺术教育是以人的和谐发展为基础的。只有在

艺术教育的特殊活动中不断探索有效的策略，才能充分挖掘和发展

儿童的艺术潜能和智慧，为儿童的全面和谐发展奠定基础。我们将

不断探索和实践，不断积累和总结，培养孩子们对艺术的兴趣，培

养孩子们的艺术素养，让艺术的芬芳充满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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