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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走向生态的儿童教育”丛书是南京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学前教育学近几年的一项系列研究成果。
本丛书所探索的“走向生态的儿童教育”，是在借鉴当代生态观念和国际先进教育理论和经验、总结
以往我国儿童教育之长处和缺陷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全新的儿童教育形态。
生态学，原指研究生命体与其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生态学家在研究中发现，生命体之间以及生
命体与无机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复杂的相互关联），但发展到今天，它已经越出生态学学科的
界限，成为人们观察世界和发现世界的一种世界观。
所谓生态世界观，是一种以万物相互联系的视角看待世界的方式。
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严重对立的两方，如阴和阳、水与火等，也有着互益互补的可能。
目前，人类遇到许许多多问题，如环境、战争、科学、教育、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假如以生态世界观
对待，都将得到良性的解决。
就儿童教育来说，以往我国儿童教育虽然取得长足进展，但是在有形教育（指正规的学校和课堂教育
）和无形教育（社区和学校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家长和教师的言行、电视及其他媒介的信息等对儿
童的无形影响）之间，偏重于有形教育，不注意无形教育对儿童无所不在的影响，不重视有形教育与
无形教育之间的联系和协调。
在儿童的发展问题上，以往教育往往以偏概全，在某单一方向上发展（或单纯强调生活化的教育，或
单纯强调游戏化的教育，或单纯强调体验化的教育等）。
走向生态的儿童教育，则强调儿童生命发展、生活和生产的三位一体，在三者之间的生态联系中发展
儿童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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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原生态艺术传承与儿童审美教育》深入考察了具有代表性的原生态艺术传承的典型形态，并挖掘出
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鲜明特点。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中所蕴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生性艺术传承特质，并将这一特质与学校体
制中的儿童审美教育机制加以对照研究，着力探寻原生态艺术传承中所体现出的生态奥秘与生态式儿
童艺术教育的内在关联。
通过对原生态艺术传承的研究，最终的目的是借鉴原生态艺术及其传承的形式和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精
神，使儿童的艺术教育更尊重儿童天性的整体性，并以符合生态的方式予以实施，从根本上保护、尊
重与激发儿童的原型，使儿童获得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和智慧。
本著作力图探讨原生态艺术传承机制中可以被我们今天的儿童审美教育加以借鉴吸收的有益元素，也
为我们探寻学校体制中的儿童审美教育提供一个崭新的礼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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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俊玲，1973年生于河南信阳。
1993年毕业于湖北襄樊大学；2000年6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艺学硕士学位；2003年6月
毕业干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艺学博士学位。
2003年6月人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审美与艺术教育的相关研究工作，现为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在职教师。
 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和审美教育，在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教育理论及艺术课程方面有所用
心。
在各级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先后参与国家重点课题“艺术课程标准的研制与实验”以及小学
教材《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的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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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来自田野的思考第一章 原生态艺术——大地上的生命欢歌第一节 初识“原生态”艺术一、与“
原牛态艺术”的偶然邂逅第二节 “原生态艺术”探源一、与牛命本源相关联二、“原生态艺术”时空
探源第三节 美丽的“侗族大歌”——原生态艺术与文化的生动展现一、原生状态的完整保存二、独特
的审美价伉三、深厚的文化底蕴第二章 原生态艺术的传承第一节 生动的“口头传承”一、丰富的歌
谣：口头传承的有力载体二、技艺精湛的歌师：口头传承的灵魂人物三、集体展演：口头传承的制度
保障第二节 浓郁的“本土化”一、以血缘、地缘为纽带二、传承本地域本族群的文化三、注重传承媒
介的地方性与原生性第三节 融入生活的自然传承一、与生活融为一体二、“默化”与“教化”第四节
“集体交往”中的传承一、联系公众交往的重要纽带二、担当教化的中介第五节 进入到无意识层面的
传承一、进入人格深层二、传承部族记忆第三章 原生意义上的艺术传承——从原生态艺术传承中获得
的启示第一节 何谓原生意义上的艺术传承一、“个件化”的传承二、“人与文化”为前提的传承三、
探寻发生过程的传承第二节 回返生活世界的传承特性一、存在的真实性二、存在的整体性三、存在的
奠基性第三节 原生意义艺术传承的默会性一、存在的无形性二、对主体的依附性三、内倾性四、独特
的个性第四章 “象”的智慧与原生意义上的传承第一节 “道”本体的人文艺术教育一、在深刻的直
观中抵达宇宙与生命之“道”二、于混沌境界中整体把握的艺术之“道”三、在“反”与“复”中通
达艺术之“道”第二节 “象”的言说与思维一、喻示艺术形象的最早起源二、揭示艺术形象的兴起缘
由三、指出艺术形象的鲜明特点四、体现艺术创造的重要法则第三节 “拈花微笑”中的悟“道”一、
佛教传承的启示二、师徒交流中的“欢会神契”第五章 原生态艺术传承对儿童审美教育的启示第一节
无可逃避的分裂：现代儿童审美教育的迷失第二节 儿童文化的原生性解读一、儿童：自然之子二、儿
童的想象：神奇的非理性三、儿童的创造：生命“原初整体性”的完好保存四、儿童时期的记忆：成
长中不可磨灭的烙印第三节 原生态艺术传承与“原本性”音乐教育探究一、“整体性”与原本性二、
综合性与原本性三、自然的节奏与原本性四、即兴与原本性第六章 儿童审美教育的原生性探寻第一节
源于生命的审美知觉与创造——艺术感知与创造的原生性探寻一、艺术符号：表现人类情感的特殊形
式二、艺术：富于生命意味的形式三、艺术感知与创造：表现生命的力的形式第二节 身体感觉：连接
艺术与生命的原生载体一、艺术感知与身体感觉二、身体体现与自我意识三、艺术活动与身体感觉四
、艺术教育与身体感觉第三节 创造性体验：激发生命本源的体验——艺术体验的原生性探寻一、何谓
“创造性体验”二、艺术实践中的“创造性体验”第七章 从原生态走向生态——由生态式儿童审美教
育引发的思考第一节 “生态式儿童审美教育”思想概述一、“生态式儿童审美教育”思想的提出二、
“生态式儿童审美教育”思想概述第二节 综合艺术课程：回归与超越一、纵横交织，建构单元坐标体
系二、通过“叙事”结构融入相应情境三、即兴与生成四、注重艺术教育的体悟环节——反思结语主
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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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原生态艺术——大地上的生命欢歌：第一节初识“原生态”艺术：一、与“原生态艺术”的偶
然邂逅：如是因缘，唯当感激。
很偶然的机会，笔者在电视里听到了原汁原味的蒙古族特有的长调，那样的旷远与深厚，就感到这是
只有马背上的民族才能产生的曲调，是唱给长天大地的。
有的音乐家为了将这样美妙的音乐保留下来，就通过记谱的方式将之记录下来，并给长调画上了小节
线。
可是人们发现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骑着马在草原上唱出的长调了，也许那特
有的节奏只能留在唱者的心里。
通过记谱的方式给长调划分小节，就像是为辽阔的草原圈上了重重的铁丝网，那只属于游牧民族的味
道已经不复存在了。
还有一次在云南丽江听了一场真正的纳西民族的歌舞表演，一个叫和朝花的普通女子，据说是这个演
出团里的厨师，可是她张嘴唱歌，真让人吓了一跳，因为她唱的是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曲，没想到她的
嗓子可以吊得那样高亢，而且对茶马古道的韵味理解得极为透彻。
我们在她的声音中好像听到了古驿道上马蹄的“得得”声，还分明感受到在古驿站上休息的马帮人，
目光穿越崇山峻岭时的苍茫感。
观看一种叫做“郎巴舞”的舞蹈时，那个幽默的主持人说他一直都无法用一套固定的语言说出这些跳
舞的小伙子们嘴里唱的是什么歌词，脚下跳的是什么节奏，因为他们每天的演出都是即兴的。
就像他们在山间田头所表现的那样，根据场景的不同而变换着歌词与脚步。
所以，当杨丽萍接受记者采访问她如何编排《云南映象》①的时候，她的回答令人吃惊。
她说她从来没有像一般的舞蹈设计那样去编排《云南映象》，她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去发现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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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原生态艺术传承与儿童审美教育》为走向生态的儿童教育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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