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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幼儿素质教育中民间艺术教育体系的研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对民间艺术教育体系的构建，这对一个幼儿园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我是逐字逐句地阅读这部书稿的，我觉得，梅花山庄幼儿园的老师们积极、努力、务实地迎接了这个
挑战，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她们对幼儿民间艺术的研究是深入的、系统的，她们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全面构建了旨在发展幼
儿全面素质的民间艺术教育理念、目标、内容、途径、方法及评价的体系，使这个体系与幼儿园整个
的教育体系尽可能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幼儿全面和谐发展的综合促进力量。
　　在这个教育体系中，系统梳理了当今主要的艺术教育理论，并充分吸收了其中的精华，结合幼儿
园长期的民间艺术教育实践，提升了广大教师所拥有的实践性知识，形成了能有效指导幼儿园教育实
践的核心理念。
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精神的指导下，结合民间艺术教育特有的价值和幼儿对民间艺术
教育的需要和兴趣，形成了民间艺术教育的目标体系，并将这些目标与幼儿园总体目标结合起来，和
谐共生。
该体系对照目标，结合现实的、可利用的教育资源，形成了幼儿园民间艺术教育的内容体系。
这个内容体系反映了幼儿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南京优良的民风、民俗，吸纳了我国优秀的民间文化精
华，又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突出了不同艺术形式的内容在幼儿全面和谐发展中的综合性
作用。
在教育的途径、方法上，能从本园幼儿的实际出发，注重教育活动的成效，从促进幼儿有效学习的需
要出发，借鉴和创造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形式和手段，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提升和解释。
该体系还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和实用的民间艺术教育评价体系，这个体系体现了现代幼儿教育的评价
观，内化了先进的幼儿教育评价理论，在评价的指标、内容和具体的方式、方法上有一些创新。
　　读完这部书稿，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老师们的理论学习是系统的、深入的，那么多的理论著
作的学习是需要动力、毅力的。
幼儿教育研究从理论学习起步，在理论学习中找到新的天地，是梅花山庄幼儿园给予我们的重要经验
。
同时，对理论的吸收、内化和运用是理论产生真正成效的关键所在。
在这部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理论运用的成效，可以看到很多思想和观念的创新，可以看到很多实
践经验向科学理论的提升。
将民间艺术纳入或融人幼儿园课程，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工作，甚至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工作，在
世界文化交融的浪潮中，能否继承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
梅花山庄幼儿园为此做出了艰辛的努力。
这部书稿是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有关幼儿民间艺术教育最为系统的论著。
　　我衷心祝愿梅花山庄幼儿园在课题总结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地建构幼儿园总体的课程体系，以民
间艺术为切入点，以让幼儿在行动中学习为基本准则，以发展幼儿的素质为宗旨，在更高的水平上将
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与整个课程内容整合起来，实现民间文化、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融，将课程
建设推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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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进民间艺术世界：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研究》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幼儿素质教育中民间艺术教育体系的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出发，系统论述幼儿民
间艺术教育的一本专著。
《走进民间艺术世界：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研究》是课题组多年来开展研究、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参与
研究人员集体智慧的结晶。
《走进民间艺术世界：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研究》共分六章，内容包括民间艺术与民间艺术教育，幼儿
民间艺术教育及其价值，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的目标、内容及活动，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的资源，幼儿民
间艺术教育的组织与实施，幼儿民间艺术教育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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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民间艺术与民间艺术教育第一节　民间艺术的内涵和特质第二节　民间艺术的文化功能
第三节　时代呼唤着民间艺术教育第二章　幼儿民间艺术教育及其价值第一节　幼儿民间艺术教育是
幼儿生命成长的重要动力第二节　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的内涵与特质第三节　幼儿民间艺术教育对幼儿
发展的价值第三章　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的目标、内容及活动第一节　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的目标第二节
　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的内容第三节　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的活动第四章　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的资源第一
节　幼儿民问艺术教育资源的分类与整合第二节　幼儿民间艺术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第五章　幼儿
民间艺术教育的组织与实施第一节　幼儿民间艺术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第二节　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的
教学方法第三节　幼儿民间艺术教育的教学策略第六章　幼儿民间艺术教育评价第一节　幼儿民间艺
术教育评价概述第二节　民间艺术教育中的幼儿发展评价第三节　民间艺术教育中的教师发展评价主
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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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间艺术与民间艺术教育：　　中国民间艺术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成就卓异的一部分
，也是我国文明最富有民族内蕴与特征的一大标志。
它绵延不断、多彩多姿的历史发展，它琳琅满目、门类繁多的珍品依存，使其以独特的辉煌享誉世界
。
我们认为，这一宝贵财富理应成为学校（幼儿园）开展素质教育的极好内容，同时，开展民间艺术教
育也是学校（幼儿园）教育发挥文化传递功能的有效途径，从而使民间艺术能够世代相传，进而得以
发展。
作为本书的首章，本章将就民间艺术及其内涵和特质、民间艺术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开展民间艺术教
育的意义、必要性，从总体上加以阐述。
　　第一节　民间艺术的内涵和特质：　　一、艺术与民间艺术：　　艺术，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
，是人们为了满足社会的审美需求，以一定的物质形式和情感为中介，表现社会生活或艺术家思想情
感的审美形态。
艺术是社会审美意识和精神文化创造的凝结，是人类通过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全面掌握世界的特殊形式
。
艺术是人类在漫长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形成和创造的成果，只有人类才能够欣赏艺术。
艺术冠以“民间”这种修饰限制，不只是将其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而是标志着一个层次，一个最基
础的层次。
鲁迅说：“民间艺术是生产者的艺术。
”意思是说，民间艺术是植根于劳动和劳动者的。
民间艺术有其历史发展的范畴，从最早的意义上讲，艺术是无所谓民间与否的，艺术的起源、艺术的
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内在联系。
艺术起源于生活，来自于民间。
原始艺术的产生和特征，与原始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有着内在联系。
原始艺术最初具有审美和功利的双重功能，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随着生产和艺术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慢慢衍生，而民间艺术就是原始艺术的延续与继承。
　　民间艺术，既是指在民间流传的艺术活动，也是指具体的艺术作品和作者。
在封建社会时期，民间艺术是相对于宫廷艺术、文人士大夫艺术和宗教艺术而言的；在现代，民间艺
术是区别于专业艺术家的艺术。
它之所以是个艺术的层次，是因为其作者主要是基层的劳动者，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的农民和部分
手工业者，他们的创作带有原发性、业余性和自娱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艺术带有艺术的“基础”和“矿藏”的性质，它具有根性的、母体性的、基础
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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