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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0年前，我们应当时课改的需要，编辑出版了《幼儿园课程研究论文集萃》，此套书积极地反映了当
时课改的成果。
幼儿园课程不是静态的知识，而是一个过程；幼儿园课程建设要关注幼儿主动的、真实的体验；幼儿
园课程必须关注幼儿的学习；幼儿园课程必须关注渗透。
幼儿园课程建设本身也体现了幼儿、教师、家长和研究者的互动，更体现了国内外幼儿教育发展的重
要趋势。
最近10年来，我国幼教界更加重视幼儿园课程的研究，并把幼儿园课程研究作为幼儿教育改革和发展
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其中涌现出大量幼儿园课程
研究方面的论文及专著，如石筠弢《学前教育课程论》（1999）、冯晓霞《幼儿园课程》（2000）、
朱家雄《幼儿园课程》（2006）、虞永平《学前课程价值论》（2002）等，也形成了许多幼儿园的课
程方案，如“建构式”课程、“渗透式”课程、“体验式”课程以及各省市的省编课程等，甚至出现
了专门研究幼儿园课程的专业期刊《学前课程研究》。
这些成果，既对幼儿园课程理论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又努力对幼儿园经验形态的成果进行了理论提
升。
这些成果，对于进一步完善幼儿课程的理论体系，丰富幼儿教育的基本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分享、展示这些成果，扩大其影响，促进幼儿园课程理论的系统化、实践的科学化，我们特编选
出版《幼儿园课程研究论文集萃》第2卷，以便进一步加强对幼儿园课程的科学性研究，进一步拓展
其深度和广度。
由于受篇幅限制，我们只能在众多的论文中选出一部分收入本书。
这部分论文一般具有如下特点：原创性，具有独特的见解；前瞻性，能够反映幼教专业的最新研究成
果；多样性，反映多种学术流派的观点；渗透性，反映领域间有机结合和相互渗透的特点。
它们主要是在全国或者国际学术会议上作过交流或是刊登在公开出版物上的，有一定影响或有一定代
表性的论文，其他文章（包括一些篇幅较大的优秀论文）则以索引的形式列入书后。
为了统一全书的体例，我们对其中部分论文作了少量的技术处理。
我们的编选范围主要是10多年来散见于各书报期刊上有关幼儿园课程的研究成果，整理形成一套《幼
儿园课程研究论文集萃》第2卷。
这套论文集萃分为四册，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幼儿园课程基本理论和整
体改革》、《幼儿园语言和科学教育》、《幼儿园艺术、健康和社会教育》、《国外幼儿园课程》。
我们希望通过这套论文集，能够与广大的幼教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共同学习和探讨，促进我国幼儿园课
程研究的深入发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幼儿园艺术、健康和社会教育>>

内容概要

　　幼儿园课程不是静态的知识，而是一个过程；幼儿园课程建设要关注幼儿主动的、真实的体验；
幼儿园课程必须关注幼儿的学习；幼儿园课程必须关注渗透。
幼儿园课程建设本身也体现了幼儿、教师、家长和研究者的互动，更体现了国内外幼儿教育发展的重
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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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幼儿园艺术教育论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一种理论框架三种音乐学习方法的和谐统一科尔曼儿童创
造性音乐教学实验及其启示幼儿园韵律活动的教学策略与教育技能在音乐活动中培养创造力“审美与
快乐”式的音乐教育——关注儿童生命和谐发展的幼儿音乐教育探讨集体舞活动中培养幼儿的时空推
理能力奥尔夫儿童音乐教育异化现象点击培育“音乐心灵——中美学前音乐教育学术交流活动纪实对
幼儿园音乐欣赏活动中几个问题的反思男性幼儿舞蹈兴趣缺失的原因及其动作表现特征探究试论回归
本位的早期儿童音乐教育浅析教师在音乐活动组织中的惯用语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幼儿音乐教育在综
合或主题的课程思路下怎样组织音乐教育活动音乐聆听：培养幼儿音乐能力的关键3～6岁幼儿歌唱音
域发展研究反思幼儿舞蹈教育实践的价值体系儿童舞蹈中舞者主体性的缺失与回归幼儿写生画教学价
值初探学前儿童美术欣赏课程框架研究绘画超常儿童艺术思维过程个案研究瑞吉欧学前教育系统中幼
儿对美术语言的运用开展形式多样的美术教育活动促进幼儿审美能力发展在美术教育过程中促进儿童
思维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转化学前儿童美术欣赏教育内容的选择与活动的组织日常美术教育活动的
形式与指导要点幼儿绘画的特点与教育策略学前儿童美术欣赏心理及其教育指导论审美活动中儿童的
主体性及其培养美术欣赏教育对儿童发展的意义论儿童艺术的发生保持儿童美术的原创性——从“我
眼中的京剧”主题活动说起论儿童审美与艺术行为的心理机制论同时作为目的与手段的幼儿艺术教育
幼儿绘画构图能力的发展及指导谈谈自主性绘画浅论儿童早期绘画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幼儿的讲画互译
论儿童对美术作品的审美欣赏对学前儿童美术教育若干问题的再思考幼儿园健康教育幼儿健康教育与
不良行为习惯矫正的研究试论幼儿健康教育的渗透与融合——兼议《纲要》幼儿健康教育思想的贯
彻2～6岁幼儿平衡膳食的探索回归生活的健康教育从《教育纲要》看中日幼儿健康教育对当前幼儿健
康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的思考生活方式与儿童健康教育民间体育游戏应用于幼儿健康教育的实验研究
论幼儿生命教育的可行性及实现途径正视幼儿的生死观教育杞人忧天——关于早期生命教育的断想幼
儿生命教育可能存在问题的研究幼儿意外伤害事故的预防与处置对幼儿园安全教育的思考幼儿体育教
学中的“主动探索法近十年我国幼儿体育研究综述——对122篇学术论文的文献分析浅谈幼儿饮食生活
中的课程资源及其开发关注师源性心理伤害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幼儿心理健康问题研究进展与发展
趋势学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幼儿园社会教育家庭抚养方式与儿童的社会化我国学前儿童社会
性发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社会认知视野中的亲社会行为儿童情感的发展与教育幼儿社会性品质的结构
维度及其对社会性行为的影响观点采择与儿童社会性发展教师教育行为影响幼儿社会性行为的研究儿
童社会认知发展的特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心理学观幼儿入园前的社会性准备儿童社会技能缺陷与教育
对策瑞吉欧课程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雅科布松儿童道德自我调节理论及其启示滥用奖励：论我国幼儿
道德教育实践中的一个偏差幼儿园社会教育与领域渗透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路径探寻我国幼儿园社会
领域教育初创阶段研究略述新中国幼儿园社会领域课程的发展历程儿童社会化中角色适应分析幼儿社
会技能——进入儿童群体的重要社会标签儿童在群体中行为的规则调节及其社会化儿童孤独感与同伴
关系、社会行为及社交自我知觉的研究从社会学视角透析儿童社会化偏差现象维果斯基社会文化发展
理论及其对幼儿园社会教育的启示儿童社会性教育的基本条件论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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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学前儿童对美术欣赏的基本艺术语言与形式美的原理的认识还可以经由美术创作来获得。
例如，学习线条的变化，可试用不同的线条（直线、曲线、螺旋线、断续线、连续线、重叠线），再
欣赏凡·高作品《星夜》中所用的线条；学习几何形状的安排，可先用彩色纸剪贴出各种几何形状，
再欣赏抽象派大师蒙德里安的后期作品。
这种由自己操作而获得的欣赏经验有助于学前儿童对美术作品的艺术语言与形式美原理的理解。
在儿童对具体作品进行形式分析的过程中，宜引导他们边体验边讨论，让他们通过自己充分的感性体
验，再进行理性的分析。
当然，这种理性的分析事实上还是带有直觉的成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分析。
最后还要进行总结，以理清思路、加深体验，同时学习观察、比较等形式分析的方法。
另外，还可以结合作品独特的表现手法，加深儿童对作品形式的理解。
（三）解释阶段的指导——对美术作品潜在意义的描述所谓解释是指探讨美术作品所蕴含的意义。
由于学前儿童主要是一个“印象的批评者”，因此他们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才能进行“分析的批评”
和“综合的批评”。
为此教师应注意两点：第一，探讨美术作品所蕴含的意义，不能单纯地从部分出发或单纯地从整体出
发，而是既要根据美术作品的各个部分来理解美术作品的整体，又必须根据美术作品的整体来理解各
个部分。
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为解决整体与部分之间对立统一的矛盾，在对学前儿童进行美术欣赏教育之前，教师可为美术作品预
先设计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教师个人对作品的解释，同时在引导儿童欣赏的过程中又不停地被修正
着。
在此基础上，引导儿童先理解美术作品各部分的意义，再根据各部分进行整体意义的解释，从而形成
一种或多种合理的解释。
这种对整体的理解又反过来加深儿童对作品各个部分的理解。
第二，儿童不必无条件地接受教师为作品预先设计的意义，儿童仍然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教师要鼓励儿童不拘泥于这种解释，甚至不拘泥于创作者原有的创作意图，要让儿童根据自己对作品
所传达的信息的体验和理解，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发表自己的见解。
另外，还可以适当地介绍创作者的生平、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创作者个人的创作动机，这样既丰
富了儿童的艺术知识，又帮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美术作品所蕴含的意义。
当然，这些知识应该是儿童能够理解的，并以儿童能够接受的方式介绍给他们。
（四）评价阶段的指导——审美判断的描述所谓评价是指判断一件美术作品的价值。
学前儿童由于受心理发展、艺术知识与经验、生活经验等条件的限制，还缺乏自主而适当的评价能力
。
因此，对学前儿童评价阶段指导的重点宜放在对作品的欣赏判断以及揭示作品对于人类美术活动的意
义上，以帮助儿童从多样化的作品表达方式中吸取欣赏经验，提高欣赏判断能力和欣赏趣味。
例如，可以向儿童提问：“你觉得这幅画美吗？
为什么？
”“你喜欢这幅画吗？
为什么？
”“你看后感觉如何？
”“你是否想把这幅画挂在活动室里？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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