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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关于幼儿园艺术教育的思考 
◆周  婷 

（武汉市江岸区珞珈山幼儿园） 

 
摘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艺术领域的基本精神是向传统

的艺术教育挑战，建树新的艺术教育理念，实施新型的、科学的艺术教

育，改变传统的幼儿艺术教育要求通过模仿掌握技能技巧；强调精神创

造的意义，强调艺术活动对儿童心理的发展的影响，给儿童创造一个发

展创新能力的机会，引导儿童在创造活动中感悟创新，从而使艺术活动

转变成儿童内在精神的创造性的显现。 

 

 

[正文] 
一、艺术教育是综合性教育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改变过于强调

学科本位，科目过多的课程结构状况，提倡学科的综合，《纲要》
把幼儿园的教育内容划分为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五
个相对领域，艺术教育作为领域之一有其独特的作用，同时在不
同的领域的交叉和融合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多门类的艺术渗
透到幼儿园教育中，实现多种艺术学科的沟通和连接。 

幼儿往往以整体、形象、直觉的方式把握世界，应着重培养
他们对艺术的兴趣，对艺术的整体感受和理解，综合艺术教育能
为幼儿营造良好的艺术能力的形成环境，因为无论在一个人的童
年时期还是整个人类的早期，说、唱、舞、画等艺术的 佳环境，
它使艺术学习变的更自然、更容易活泼多样，所以艺术教育也应
遵循这一艺术能力的形成规划，为幼儿营造音乐、美术、舞蹈、
文学等学科相互支持和相互补充的艺术学习环境。 

二、传统艺术教育的反思 
艺术教育在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被越来越多的家长和社会

所重视，到底什么是艺术教育，是仅仅让幼儿学会唱几首歌，跳
几支成品舞，画几幅看似很象的画，就是艺术教育吗？很显然不
是，那只是幼儿掌握由某一技能后的表现。然而家长和社会以及
部分的老师仍以此标准来看待艺术教育，重视技能的培养，这是
对艺术教育理解的偏差。   

学前阶段是特殊的教育阶段，普遍教育不普遍，基础教育不
基础，我们能以成人的观点去看待幼儿，幼儿往往以整体、形象、
直觉的方式把握世界，应着重培养他们对艺术的兴趣，对艺术的
整体感受和理解。在我国艺术教育由于受到科技理性的影响，长
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重技能的模仿和训练，轻艺术想象和艺术
创造力的培养，忽视幼儿对艺术的整体感受，欣赏和理解。 

从绘画角度而言，许多研究者把儿童绘画的发展划分为不同
的阶段，这些划分大同小异， 贴近实际是涂鸦期、象征期、图
式期和写实期四个阶段，回首美术史的发展历程，对照儿童绘画
的发展进程，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两者的发展顺序恰好相反，美术
史的发展变迁是写实——象征——抽象；而绘画发展进程，则是
抽象——象征——写实。儿童美术发展过程和空间认知发展过程
同样都遵循着一定的客观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回首近 50 多年的幼儿美术教育，不能不承认，我们是
沿着反儿童绘画发展规律之道而行的。老师常常在黑板上画一幅
图，要求幼和照葫芦画瓢；这种模仿攀篇如同如来佛手掌，孩子
无论如何也跳不出去，把幼儿美术定位于写实模仿是遵循艺术的
起步程序，幼儿模仿画教学是一种历史性的误会，这是不可取。
因此，在了解幼儿绘画的特点后，在指导幼儿绘画时，就要特别
重视幼儿美术作品的创造性。每个幼儿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意
志，教学中不顺应天性就会事与愿违，所以在教画中要处处尊重
幼儿，尊重幼儿的美术创作，不勉为其难，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
于幼儿。同样音乐教育也是如此，幼儿千篇一律的弹奏同一支练
习曲，学唱同一首歌，跳动同一个动作，过分强调了知识技能掌
握，以致出现幼儿糊乱涂画，用板凳砸钢琴表现千篇一律的现象，
这种艺术教育的后果是幼儿的艺术感受能力下降，直觉、整体的
审美方式遭到破坏，审美经验极度缺失，同时在像与不像的标尺

下，幼儿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也被泯灭了。 
《纲要》在目标定位上明确指出要注意培养幼儿对艺术的喜

爱，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激发他们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情趣和能
力，充分体现了艺术的本位价值，学前艺术教育的本位价值不在
于技能，而在于兴趣，幼儿年龄限制脱离兴趣，是以成功牺牲孩
子的兴趣为代价，要幼儿真正喜欢艺术教育，而不要框架，4—6
岁是创造性的开启期，必须给予每个幼儿平等的艺术教育机会，
发展他们的艺术潜能，使他们从小喜爱艺术，具有用绚丽的画笔，
美妙的声音、优美的动作为生活增添色彩的艺术能力。当然，并
不是说技能不重要，重视技能有个度的问题，只有当孩子在表达
过程中遇到困难才需要教的东西，也就是说自由表达先于技能学
习，技能只能是附属，因为幼儿艺术的教育落脚点，不同于专业
的艺术教育，它不以幼儿掌握扎实的艺术技能为目标，而是希望
幼儿在自由、宽松的艺术活动过程中逐渐喜欢艺术，获得艺术感
受，学会用艺术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通俗的说：“只要孩子
产生兴趣，任何技能都会完成。” 

面向全体幼儿，不是艺术家培养，不同娴熟技能的培养，只
是关注和尊重每个幼儿的个性特点，生活背景，鼓励他们运作不
同的，自己喜爱的方式进行艺术活动，从而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
独特价值，形成个性的审美情趣。《纳要》对个性化艺术学习的
倡导不仅有利于发展幼儿独特的审美感知，提高其艺术能力，而
且有利于幼儿良好自我形象的确立，因为幼儿自己创作的艺术品
是他们的自我拓展，也正是艺术品中幼儿感受到自己是作为一个
有独特个性的思维实体存在的，并由此产生成就感，从而更好地
认识自身的价值，改善自我形象。 

三、提高审美素质的教育 
艺术教育是指通过艺术形式进行教育，即以各种艺术手段感

染幼儿，发展他们的美感和鉴别美，创造美与识别美的能力，培
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文明习惯，促进智和和身体健康发展，艺术
教育是审美素质教育的途径之一。 

幼儿的艺术教育相对或人来说，还是比较“幼稚”的。幼儿
无论有多大的艺术潜能，仍然不具备接受系统艺术知识教育与技
能训练的基础；其实主要是完成艺术教育中的艺术审美、创美的
任务。可以说，幼儿艺术教育是以审美教育为“主心骨”的，脱
离了这一“主心骨”，幼儿艺术教育就会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从另一角度看，即使幼儿进行艺术知识、技能的教育，也需要一
定的审美能力为基础，否则幼儿的艺术教育会因没有审美“根基”
而变成“无源之水”或“空中楼阁”。幼儿审美素质教育是幼儿
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幼儿情感的培养、个性的陶
冶，甚至对其整体素质的发展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艺术教
育只是幼儿美育的一种途径，幼儿美育作为与体、智、德并列的
一个教育方面，它渗透于健康、科学、技术、数学和各个领域的
活动中，因为美是一种体验，美的因素无所不在，幼儿美育只是
有各领域中交织、渗透、强化，才能 终提高幼儿的审美素质。 

同时，幼儿审美素质教育，不能只仅仅停留在课堂上。课堂
教育是一种有计划的正规活动，对教师来说，比较容易在计划中
渗透审美活动的有关内容。但对于没有事先计划的幼儿自由活
动，教师往往不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按照美进行幼儿园的物质与
精神环境创设是美育潜课程的基本要求。自然或人工景物的合理
布局，教玩具、活动材料及教育设施的完美结构和诱人外观，教
师在端庄衣着、文明礼貌言行，师幼之间亲切友爱的交往等都能
给幼儿以美感，使幼儿在美的教育中不断发展其审美素质。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课堂美育对幼儿性情的熏陶和美的言行广泛且普
遍的激励作用是一些专门的教育活动所不能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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