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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领域融合对提升学前教育质量的影响

仲丹宁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重庆市合川区　401520

摘　要：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经历了从分科向综合化课程模式的转型，重点促进儿童情感、认知和社

会性全面发展。教育者通过融合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形式，设计出促进儿童审美体验和创造性表达的课程，同时将评

价方式由结果导向转变为过程导向，更加关注儿童的个性化表现。面对艺术融合教育实施中的挑战，如跨学科教学能力提

升和资源配置，教育者采取了创新策略，包括优化资源、加强教师培训和建立科学评价体系。《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为艺术融合教育提供了全面框架，强调了艺术教育的全面性和多元化目标。教育者需遵循儿童为中心的课程设计原则，

注重主动参与和体验，以及个性化评价。艺术融合教育的未来发展将更加个性化，注重创新与批判性思维培养，获得教育

界和政策层面的更多支持，以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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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探索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转型，剖析了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的综合化课程模式，以及教育者如何通过融合音乐、

美术、舞蹈等艺术形式，培养儿童的审美与创造性思维。课

程设计注重情感与认知的全面发展，评价体系转向过程与个

性化。面对实施挑战，教育者采取创新策略，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专业能力，构建科学评价体系。《3—6 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提供理论支持，会进一步探讨其在课程构建中的

指导作用，分析策略与挑战，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深度与实

用指导。

1.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发展历程与改革趋势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由分科模式向

综合化课程模式转型，旨在通过艺术教育促进儿童的全面成

长。教育者重视儿童个性化的艺术反应，将教育重点从技能

训练转向审美体验和创造性表达，评价方式也由结果导向转

为过程导向，更注重儿童的情感体验和个性化表现 [1]。在艺

术融合教育的实践中，教育者面临打破学科界限、资源配置

和教师专业发展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采取了创新策略，

包括优化资源分配、加强教师专业培训和建立科学的教育评

价体系。这些策略旨在确保艺术融合教育理念的有效实施，

支持儿童的个性化学习路径，促进其全面发展。通过持续的

教育创新和专业发展，学前儿童艺术教育正逐步进入一个注

重创造性和个体差异的新时代。

2. 艺术融合教育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意义

2.1. 艺术融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解析

艺术融合教育依托对艺术深层次价值的理解，旨在通

过综合性艺术活动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在实践中，教育者

融合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形式，设计出能够激发儿童感

官体验和想象力的课程。例如，通过打击乐器的节拍引导儿

童进行绘画，或通过角色扮演和集体舞蹈培养合作与交流技

能。这种教育模式打破了学科界限，为儿童提供了丰富的学

习体验，从而为其认知、情感和社交能力的协调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

2.2. 艺术融合课程的设计原则

在设计艺术融合课程时，教育者需遵循几个关键原则。

课程应以儿童的兴趣和需求为中心，确保活动内容与儿童的

生活经验相联系。课程设计应注重儿童的主动参与和体验，

鼓励儿童在艺术活动中进行探索和表达 [2]。课程应具有开放

性和灵活性，以适应不同儿童的发展速度和个性特点。课程

评价应重视过程而非仅仅关注结果，以全面反映儿童的学习

进展和个性化表现。

3.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对艺术融合教育的

启示

3.1. 艺术教育全面性与多元化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为学前儿童艺术教育

设定了全面而细致的发展方向。根据该指南，艺术教育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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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实际生活经验出发，教育者需设计活动，使幼儿在接

触自然景观和社会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培养对美的感知与欣

赏能力。例如，通过户外教学活动，幼儿可以亲身体验自然

之美，或是通过社区参与活动，感受社会文化的艺术形态。

指南提出的艺术教育目标不局限于传统的音乐与美术，而是

扩展到了舞蹈、戏剧等多样化的艺术形式。这要求教育者为

4 至 5 岁的儿童提供广泛的艺术体验机会，如组织观看适合

年龄段的儿童剧或艺术展览，以激发儿童对艺术的兴趣和专

注力。

3.2. 艺术教育的综合性发展与个性化评价策略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强调艺术教育应从具

体技能训练转变为综合性的艺术体验与创造。在大班教学

中，通过诸如集体创作壁画或编排小型舞蹈剧等活动，鼓励

儿童以多样的形式表达个人情感和创意，从而培养儿童的审

美个性 [3]。这些活动不仅促进儿童在艺术上的自我表达，也

增强了儿童的团队合作能力。该指南推崇的评价方式着重于

幼儿在艺术活动中的参与过程和个性化发展。教育者通过观

察记录、儿童自评和同伴评价等多元化评价手段，全面捕捉

幼儿的艺术学习过程。例如，通过“我最喜欢的艺术创作”

自评活动，儿童能够反思自己的创作过程，而教师则能从中

了解儿童的个人喜好和创作动机。

表 1：中国部分地区学前儿童艺术融合教育实施状况综合评估表

序号 省份 年龄段 音乐活动参与
度

美术活动参与
度

舞蹈活动参与
度

戏剧活动参与
度

教师艺术专业培训（次
/ 年）

艺术教育资源配备（件
/ 生）

家长满意度
（%）

1 广东 3-4 岁 90 85 70 60 2 5 90

2 江苏 3-4 岁 85 80 65 55 1 4 85

3 浙江 4-5 岁 88 92 75 70 3 6 92

4 山东 4-5 岁 82 87 72 68 2 5 88

5 四川 5-6 岁 92 89 85 80 4 7 95

6 河南 5-6 岁 86 83 78 73 3 6 90

表 1 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来评估不同地区学前儿童

艺术融合教育的实施状况，包括儿童的参与度、教师的专业

发展、教育资源的配备以及家长的满意度等多个重要指标。

4. 艺术融合课程的构建策略与实施挑战

4.1. 基于儿童发展需求的艺术融合课程构建策略

艺术融合课程的构建策略深植于对儿童成长需求的细

致洞察。课程设计之初，教育者通过观察和评估，准确把握

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特点。例如，针对 3 至 4

岁儿童，设计以模仿和探索为主的活动，如“色彩与形状的

探索”，通过游戏引入基本美术元素，引导儿童认识颜色和

形状，同时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随着儿童年龄的增

长，课程逐渐增加复杂性，如为 4 至 5 岁儿童开设“音乐故

事会”，结合音乐和故事讲述，培养儿童的听觉感知力和语

言能力。教育者将艺术活动与儿童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如

通过“自然中的艺术”项目，鼓励儿童在户外寻找灵感，创

作反映自然美的画作，这样的活动不仅提升了儿童的审美能

力，也加深了儿童对环境的认识和爱护。课程内容的设置遵

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旨在通过有目的、有组织的

活动，促进儿童在认知、情感和社会性方面的和谐发展。

5. 艺术融合教育评价体系的创新与应用

5.1. 评价体系的创新理念

艺术融合教育评价体系的创新，旨在超越传统的以结

果为导向的评价方式，转向更加注重过程和个体差异的评价

模式。这种评价体系强调对儿童在艺术活动中的参与度、情

感体验、创造性思维和社交互动进行综合考量。评价不仅仅

是对儿童艺术技能的考核，更重要的是对其艺术感知、表达

和创造能力的全面评估。

5.2. 多元化评价方法的应用

在艺术融合教育中，多元化的评价方法被广泛应用，

以适应不同儿童的需求和特点。这些方法包括自我评价、同

伴评价、教师观察、作品分析、家长反馈等。自我评价鼓励

儿童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同伴评价促进儿童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而教师观察则侧重于捕捉儿童在艺术活动中的自然表

现 [5]。作品分析关注儿童的艺术创作过程和结果，家长反馈

则提供了儿童在家庭环境中艺术活动的额外信息。

结语：

随着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不断深入，艺术融合课程的

构建与实施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从历史演变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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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建立，再到实践意义的探索，见证了艺术教育从单一

学科向综合性、多元化发展的转变。《3—6 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的启示、艺术融合课程的策略制定与实施挑战、

以及评价体系的创新应用，共同构成了当前学前儿童艺术教

育的新面貌。面对实施过程中的挑战，教育者、政策制定者

以及社会各界需共同努力，不断优化课程设计，提升教师专

业素养，丰富教育资源，并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展望未来，

艺术融合教育有望在促进儿童全面发展、激发创新思维、培

养审美情感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儿童的健康成长

和终身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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