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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读过一本叫《艺术与视知觉》的书，从此一直期望能够探索所有不同的艺
术领域，将它们之所以被称为“艺术”的原因寻找出来。
那本书在最后说：“相信所有各种类型的艺术都应该具有共同的创作、欣赏、学习的规律，只是还没
有人真正认真研究罢了。
”20年来，我一直坚持着对这一研究的兴趣，并越来越发现：那本书的作者阿恩海姆先生说的是对的
。
10年以前，许多学前教育和艺术教育领域的同行学者开始讨论出版专供师范生使用的综合艺术教育教
材的问题，但一直没有能够最终实现，其原因是没有任何相对成熟的研究积累。
现在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我们的研究进入相对成熟的时刻，给了我们出版的机会，使我们的
研究成果可以面对需要它们的学习者。
本书共分绪论和上下两篇。
绪论部分主要讨论艺术教育的宏观理论问题，其中包括艺术教育的性质与地位之争、审美愉悦与幼儿
的生命质量提高、循序渐进与幼儿的有效学习、迁移模仿学习与幼儿的创造性表达、身心舒适与幼儿
的自律性发展等。
这些问题都是直接从这20年的争论焦点问题中提炼出来的。
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围绕幼儿生活、发展来讨论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基本价值立场和价值处理的基本原则
。
我们知道，价值追求是人的一切行为，当然也必然包含教育行为的出发点。
只有当我们经过认真思考，认定自己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才不至于一边行走一边困惑自己究竟要到
哪里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绪论和上下两篇。
绪论部分主要讨论艺术教育的宏观理论问题，其中包括艺术教育的性质与地位之争、审美愉悦与幼儿
的生命质量提高、循序渐进与幼儿的有效学习、迁移模仿学习与幼儿的创造性表达、身心舒适与幼儿
的自律性发展等。
上篇部分主要讨论分领域的艺术教育。
下篇部分主要讨论综合的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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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情绪表达教师在音乐教学活动中的情绪表达，绝不应是放任自流、毫无约束的自然主义的情绪宣
泄。
由于幼儿是人群中感性最强的群体，教师必须时刻清醒地认识到：你的情绪表达应该是以教育目标为
出发点的。
为了使幼儿更好地学习和发展，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随时将自己的情绪表达控制在与教育目标相匹
配的状态上。
教师的情绪表达通常有两种功用：第一，激发或抑制幼儿的情绪。
当幼儿的情绪过于低落时，教师应以高涨的情绪对其进行激发；当幼儿的情绪过于高涨时，教师则应
以冷静的情绪对其进行抑制。
第二，帮助幼儿理解和体验音乐活动所需要的特定的情绪。
当音乐的体验和表达活动需要温暖、深厚、柔和、优美的情绪时，教师的情绪表现应是平和、安详、
温暖并充满深情和爱意的；当音乐的体验和表达活动需要欢快、激越、飞腾、奔放的情绪时，教师的
情绪表现应是激动、热烈、豪放并充满激情和忘我投入的。
只有当教师自身的情绪表达与音乐和幼儿发生共鸣时，幼儿才能被吸引和打动。
具体地说，教师的情绪表达和调节技术可归纳为表情、动作和嗓音三个方面。
表情教师的表情应是自然而鲜明的。
其中，尤其是教师的眼神，对传达情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时候，教师的眼睛可能说：“看，音乐让我们感到多么舒适，多么快活，多么兴奋”；也可能说：
“音乐让我们感到多么难过，多么生气”。
而有时候，教师的眼睛可以说：“你们看，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或者说：“来，请你和我们大家
一起来表演吧”；或者说：“你做得非常好，老师真高兴”；甚至还可以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老师不喜欢这样，请你按正确的方式做”。
教师的眼睛应该像演员的眼睛那样会说话，但不同的是，演员的眼睛是在替角色说话，而教师说的是
自己的心里话。
说话，是要有对象的。
教师的眼睛应该对着幼儿说话，特别是对着幼儿的眼睛说话。
教师必须学会用眼睛把自己的情绪以及与此情绪有关的意思直接输送到幼儿的心灵深处去。
动作教师应注意使用动作的形象以及动作的幅度、速度、力度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以及与此情绪有关
的意思。
当你希望幼儿用正确的姿势坐好或站好时，自己首先应该情绪饱满地坐好或站好。
当你希望幼儿轻轻地起立时，自己首先应该小心谨慎地轻轻起立。
当你希望幼儿的情绪处在安宁、平静或严肃的状态时，首先应该将自己的情绪以及整个身体置于平稳
、静止的状态。
当你希望幼儿的情绪处于愉快、欢乐、振奋或跃跃欲试的状态时，自己首先应该将情绪以及整个身体
置于活跃的状态，动作的幅度、速度、力度也要提升到相应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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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给我这个机会，将我在近30年的学习和工作中积累的成果整理成教材出版。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教授、我曾经的同事和老朋友周兢老师。
她在幼儿园语言文学教育方面给予我许多启发，在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给予我很多支持。
感谢我的同事、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孔起英老师。
她将珍贵的幼儿园美术教学研究资料提供给我，弥补了我个人在这方面研究和收集的不足。
本教材绪论的部分内容、第六章的全部内容以及第八章第三节的主要范例都是由孔起英老师提供的。
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季云飞，她将自己的硕士论文《建构性幼儿戏剧活动》的资料提供给我，使得在
我国少有研究的幼儿园戏剧教育领域的资料得以补足。
本教材第九章的内容是由季云飞提供的。
同时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教授张金梅老师，给了我关于幼儿园戏剧教学新
思路的许多启发。
感谢我的同行、老朋友、江苏省教育学院的副教授谈亦文老师。
感谢她多年来一直为我们共同的研究所作的无法历数的贡献，以及为本教材提供的范例。
感谢我的学生施晓慧。
她的学士论文《关于图画在理解音乐结构中作用的实验研究》给本教材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信息。
感谢这些年来一直和我一起对分领域艺术教育以及综合艺术教育进行探索的老师们。
她们是薛瑜老师、马建宁老师、吴邵萍老师、王站卫老师，以及全国所有提供案例的老师。
感谢我在做硕士论文期问，和我一起做相关研究的南京商业幼儿园的园长和老师们。
感谢在“八五”期间和我一起进行“幼儿园综合艺术教育研究”的课题组的屠美如、楼必生老师，以
及南京师范大学幼儿园、水利部河海大学幼儿园、南京市白下路幼儿园的园长和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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