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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美术园本课程内容取材的探索

陈　亚

（商洛市幼儿园，陕西商洛　７２６０００）

摘　要：随着幼儿园课程改革逐步深入发展，课程园本化成为幼儿园课程的发展趋势。但幼儿园美术园本课程实施还存在着

很多问题，文章主要对园本美术课程的选材内容进行探讨，并且对课程的设计理念、课程的组织以及课程的评价等方面提出

相应的方法和策略，有效促进美术园本课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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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

要》）明确指出“幼儿园教育活动的组织应注重综合

性、生活性和趣味性。”综合性、生活性和趣味性要求

教师应做到将课程、环境创设、人文资源、教育手段

及孩子的发展等方面进行有机整合，形成自己的园

本特色。一般认为，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如果能够

结合本土文化资源、物质资源进行园本课程开发与

利用，就能够体现幼儿园教育活动的综合性、生活性

和趣味性的特点。园本化的美术教育活动不仅能提

高幼儿的美术感受、欣赏与表达能力，且能强化幼儿

自小对本地文化的认知、欣赏与热爱，达到增强幼儿

学习品质和实现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

所以，幼儿美术教育活动课程园本化是贯彻《纲要》

与《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必然选择。

　　一、幼儿园美术园本课程实施中的问题

及原因

　　近年来，随着园本课程的兴起，很多园所都开发

了有着园本特色的美术课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幼儿园美术园本课程在载体上表现为教材化，不

能根据幼儿的兴趣特点和需要进行课程生成；在课

程实施上表现为技能化，过于强化幼儿美术技能训

练，偏离幼儿园美术教育的本真价值；在课程内容上

表现为雷同化，不能结合本土资源、本土文化进行富

有特色的幼儿园美术园本课程开发与利用。特别是

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课程内容雷同化现象的存在，

降低了该课程的内在价值，不能够体现幼儿园教师

工作的专业性特点。上述问题的成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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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对幼儿园美术教育的价值理解有误区

幼儿艺术领域的学习关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和

机会，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发幼儿对美的

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儿学会

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

造美。

当前的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一直深深受到传统

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在美术教育活动中往往自觉

或不自觉地受传统中小学美术教学活动目标、教学

方法影响，片面地追求技能、技法，过分注重结果，忽

视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的本真价值。包括涂鸦在内

的绘画是所有人、包括儿童的天性。因为绘画具有

经验建构、表达自我、情感宣泄、非文本语言交流等

多种功能和价值。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的价值不在

于技法、构图、主题、色彩等作为美术工作者的要求

或为未来成为美术工作者打下基础这一点上，而在

于让幼儿通过主体性地参与美术教育活动去感受

美、欣赏美、表达美，以及进行经验建构、人际交流、

情感表达，为使幼儿在将来成为一个有一定美术修

养的人奠定基础。

（二）教师对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园本课程理念

把握不准确

按照杜威的观点，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园本课

程，在本质上属于活动课程，即幼儿美术活动过程、

涂鸦活动过程就是课程。这种观念的课程在于通过

基于园本的幼儿美术活动去实现幼儿认知世界、积

累经验、人际交往等发展的目的。所谓＂园本＂就是

基于幼儿园、在幼儿园中、为了幼儿园，也就是将幼

儿园的发展目标、办园理念、课程观、教学观等融入

园本课程开发与实施中，从而使本园的园本课程具

有实实在在的本园特色，别的园学不去、拿不走，与

本园共生、共在、共发展。但在实际中，园本美术课

程的开发等同于美术教材的编制，等同于园本特色

课程建设等。这样的美术课程开发不利于把美术的

教学和幼儿园的实际以及孩子的经验结合，要么沦

为模式化教学的工具，要么流于形式化的存在。

（三）缺乏开发美术园本课程的技术与方法

美术园本课程的开发对老师有很高的要求，当

前一些贫困地区幼儿园的办园水平还处在较低水平

阶段，老师的专业素质也是参差不齐。首先，教师没

有真正意识到幼儿园美术教育开发利用本土资源的

重要意义，使得开发利用本土资源难以推行；其次，

幼儿园及教师对本地各类文化资源不了解，或了解

得不全面、不深入，不能把握本地文化内在的底蕴。

第三，对课程的本质、功能、价值及内容体系不清楚。

另外，对园本课程编制的方法运用不够熟练。因缺

乏相应的技术和方法以及条件，幼儿园园本美术课

程的实施也就只能空谈，流于表面形式。例如，对于

传统民俗节日的美术教学，只是取其典型的标志进

行绘画，没有能够很好地挖掘民俗节日或者其它本

土资源的真正内涵和教育价值所在。

　　二、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园本课程内容

取材的基本原则

　　幼儿园的美术活动包括绘画、手工、美术欣赏三

大内容。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园本课程内容应坚持

什么原则呢？

（一）确定科学的目标是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园

本课程内容取材的前提

在园本课程建设中，首先，要依据《幼儿园教育

指导纲要》把握幼儿园美术教育的核心价值，即确立

本课程的总目标，引导幼儿在美术活动中感受美、表

现美和创造美，使幼儿从中享受到审美情趣，为培养

幼儿良好情操打下基础。其次，把握幼儿美术活动

的特点分解目标，确定各年龄段具体目标和部分教

育内容。

（二）充分利用本地社区资源取材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幼儿园应与

家庭、社区密切联系，充分利用家庭、社区及周边环

境的教育资源，扩展幼儿生活和学习的空间，应因地

制宜、就地取材、自制玩具与教具。美术园本课程的

开发自然也要以本土资源为依托，加以开发和利用。

（１）风景名胜。如我园所在的商洛市，地处秦岭

山地，这里既有着秀美的山川、大河，又有着历史悠

久的人文景观，是陕西一大旅游胜地。木王国家森

林公园、天竺山七十二峰等都是美丽的山河风光；漫

川古镇、商山四皓等都是有着丰厚历史底蕴的人文

景观，每个季节孩子们都会感受到不同的美丽：春天

的鸟语花香，夏天的绿树成荫，秋天的落叶缤纷，冬

天的银装素裹，时刻都可以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

的魅力，同时还可以在父母陪同下，了解当地的历史

人文。

（２）本地农作物。商洛地处秦岭南麓，地貌复

杂，气候多样，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主粮作物有小

麦、玉米、水稻；杂粮作物有黄豆、绿豆、红豆、豌豆、

土豆、红薯等。在不同的季节带领幼儿真正走出去，

来到田间地头，观察农作物的外形特征（随着季节会

发生变化），了解农作物的生活习性以及生长过程，

从中感受农民伯伯的辛苦以及农作物丰收所带来的

喜悦之情。只有让幼儿真正地了解了当地的农作

物，幼儿才会将这些丰富的经验和感情投入到美术

的创作之中，真正地让幼儿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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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幼儿各年龄段具体目标和部分教育内容

年龄段 目标 内容

小班

１．获得情绪上的满足，激发参与活动的

兴趣

２．认识各种颜色、形状等，建立基本概念

３．发展手眼协调能力，增进手指、手腕的

灵活性

１．借助工具做画，如棉签、印章、手指（掌）、纸团、拼插玩具等

２．在有轮廓的材料上作画，如树叶、纸箱、面砖、纸餐盘等

３．使用绘画工具，如油画棒、彩色水笔、彩色铅笔

４．泥工，如利用面泥、彩泥等学习搓、团、压的技能

中班

１．尝试多种美工活动，获得愉快体验

２．在运用色彩的创作活动中表达情感、

认识

３．培养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培养独立、

自信的品格

１．简笔画，如图形添画、主题画等

２．工具画，如滴画、吹画、弹珠画、刷画、喷画等

３．拓印画，如树叶拓印、手指（掌）拓印、模板等

４．印染画，如扎染、吸附画等

５．泥工，如利用面泥、彩泥等学习刀、牙签等工具进行创作

大班

１．在无限的组合与创作中，发掘自我、实

现自我

２．在欣赏自己与他人作品中，逐步提高

幼儿的审美能力

１．装饰，如在石头、葫芦、瓶子、树根、农产品等自然物上运用已有绘

画技能进行装饰

２．剪、贴，如剪纸、树叶贴花、布贴、毛线、种子粘贴等

３．创意组合，如利用废旧牙膏盒、酸奶瓶等制作简单玩具

４．联想绘画，运用水彩笔、油画棒、毛笔等在听觉、触觉、嗅觉、视觉感

知下进行绘画

５．泥工，如利用面泥、彩泥等创作主题泥塑

６．欣赏，如，欣赏梵高等名作，或教师、幼儿、家长的作品

　　（３）民风民俗。商洛地处秦头楚尾，南北文化相

互交融，刻古之风，虽大有变更，然先民遗教，却未尽

失，节日活动与全国大致相同。春节、清明、端阳节、

中秋节等仍从农历，但习俗不同于外地。可使商洛

民俗内容丰富，幼儿从小耳濡目染，从中提取美术教

学的素材，容易引发幼儿的共鸣，激发幼儿的兴趣。

（三）积极通过家园合作取材

园本课程的发展是幼儿园、家长、社会共同努力

的结果。家长资源是我们幼儿园教育的一大资源宝

库，需要教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参与到幼儿美术教

育当中。

（１）民间传统艺术的传承。可以邀请有着传统

技艺的家长为孩子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民间剪

纸，简单逼真的剪纸深受幼儿的喜爱；捏泥人，了解

泥土的特性，体验捏泥人的乐趣；还有花馍的制作，

同样适合幼儿。通过这样的活动，既能将家长充分

调动起来，又能丰富幼儿园美术教育内容，同时也能

让幼儿在体验的过程中感知本土的风俗人情。

（２）现代工艺制图。美术的表现已经不局限于

涂涂画画，可以使用先进的电子技术来制作，通过邀

请有技艺的家长为孩子开展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如

何用电脑，打印机等设备来制图，感受现代科技对艺

术的影响。

（３）厨房的艺术。对孩子有最大吸引力的莫过

于美食，而那些有着精湛技艺的厨师制作出来的菜

品，完全是一种美食艺术。通过用水果蔬菜来进行

创意美术，菜雕更能激发孩子的创作欲望，这些材料

生活中随处都有，在丰富美术资源的同是也让幼儿

了解了蔬菜的特点。

（四）科学开展园本课程内容取材评价

园本课程评价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对幼儿园

开发或实施的园本课程进行评估、判断，以确定课程

的适宜性、有效性，进而调整、完善课程，促进幼儿发

展和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的一种活动［１］。园本课程

评价有利于课程的开发、完善与可持续发展，有助于

幼儿的发展和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高。

从评价的内容上来讲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着眼

粗浅的知识技能评价，即着重于构图、色彩、造型等

美术技能的发展，这一点对于教师来说要把握好幼

儿的水平和特点；二是着眼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

评价，即着重幼儿的兴趣、积极主动性和自信心的培

养，针对活动中幼儿是热情主动还是迟疑不前或是

东张西望进行评价；三是着眼学习过程与学习方法

的评价，即着重于幼儿对活动表现中想象力、创造性

的评价。［１］

在评价课程、评价幼儿、评价作品时要把握以下

几点：一是要明确评价要有发展性。教学过程中不

仅应考虑儿童的过去，重视儿童的现在，更应着眼于

儿童的未来。通过评价，不仅要达到教育培养目标

的要求，更要发挥幼儿的潜能和特长，帮助幼儿认识

自我，建立自信，快乐全面地成长。二是要树立科学

教育价值观。幼儿美术活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培养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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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审美能力，发展幼儿的智力和创造才能，促进幼

儿认知、情感、能力、个性诸方面的有效发展。因此，

评价重点以美术活动的最终目标为出发点，把培养

幼儿的绘画兴趣、想象力和创造力促进人格的全面

发展作为重要的判断指标。三是课程评价多元化。

幼儿园园本课程开发旨在打破传统的“自上而下”的

课程管理方式，旨在赋权于幼儿园、赋权于教师、赋

权于幼儿，旨在促进幼儿全面和谐的发展。多元化

的价值追求意味着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因此，园本

课程的评价取向强调多元化、弹性化，注重从两维视

角出发将科学与人文、质性与量化相结合，兼重背

景、实质与总结的融会。［２］

三、美术园本课程内容取材的基本方法

（一）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园本课程可以体现出办园的宗旨、经营理念等

方面，更有利于形成园本特色，在整个园本课程管理

过程中，我们要有别出心裁独树一帜的理念。不同

的地区有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地理环境又产生

了不同的地域文化，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特色的课程

资源。举例来说，江南古镇－－沙溪幼儿园在主题

活动《我们的小镇》中，组织幼儿游览家乡的橄榄岛、

明清街、一线天胡同、古石桥、吴晓邦故居、陆进士住

宅等，使幼儿亲身感受家乡悠久的历史乡土文化；参

观新建的农民别墅小区、大型超市，感受家乡不断发

展的现代文明。幼儿对自己的家乡有了全面的认

识，更激起了他们建设家乡的愿望，他们用各种各样

的废旧纸盒制作再现了家乡的街道、住宅小区。广

西省梧州市第一幼儿园在有关实验课题的引领下，

以“竹子”为资源加工、制作各种教、玩具，创造性地

设计各种竹类游戏，并结合到课程教学之中，实现了

幼儿教育的个性化、多样化。既避免了再生塑料玩

具含铅量超标，又能促进幼儿思维、想象和创造力的

发展。该园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竹资源制作各种

教、玩具，既安全卫生、经济实用，又环保。在深入挖

掘竹资源的游戏价值并运用到各课程教学的同时，

开发富有园本特色的课程以充实区编教材，使该园

的幼儿教育更具个性化、多样化。

１．自然风貌取材（以仙娥湖为例）

商洛市地处陕西东南部，具有兼温婉粗犷于一

身的自然风貌，仙娥湖区有仙娥峭壁、湖心岛、四龙

戏珠等景点，沿途青山依依，绿水盈盈，规格各异的

农家乐也相间分布。这个美丽的素材可以编制出如

下课程。

（１）美术欣赏：教师可以拍摄出仙娥湖一年四

季、一天内从明到暗、不同天气状况下的景色变化，

动态视频和静态图片综合利用，让幼儿直观地感受

到同一地点的不同美，幼儿也获得丰富了的生活经

验。此外，可以从构图方面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和

情趣。拍摄的照片可以分为成功的取景构图，失误

的取景构图，让幼儿了解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应该怎

样合理的布局，合理的布局有有九宫格构图（此类构

图画面丰富有活力）、十字形构图（此类构图给人安

全感和庄重感）、三角形构图（适合全景）、Ａ字形构

图（具有强烈的视觉引导力）等，再让幼儿观察失败

的取景构图，分析一下失败原因，构图失败的原因有

主体不够突出，背景太杂，水平线倾斜，物体边缘太

接近等。

（２）简笔画创作。在欣赏过美景后，可以用简笔

画将美景留在纸上。简笔画造型上以线为主，有写

实概括、夸张变形、想象造型、臆造形态等方法，其共

同特点是造型简洁，带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在观

察过不同的照片后，幼儿对于简笔画的上色不会拘

泥于同个季节同个天气乃至同个时间段，他们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装饰自己的作品，给人带来不同的

美感。

（３）粘贴画、撕贴画制作。学生可以用树叶、花

朵、毛线、彩纸、种子等不同的材料将仙娥湖的群山、

绿水、小鸟、花卉、道路、鸡鸭制作出来。粘贴画可以

是全粘贴，也可以是半画半粘贴。撕贴画材料随手

可得，它可以锻炼孩子对颜色、形状、大小的辨识与

应用，要求板块交接处颜色对比鲜明。

（４）纸雕（又称纸浮雕）：纸雕是一种３Ｄ艺术，

画面更具层次性和立体性，纸雕的制作要求孩子熟

练地运用切、剪、折、卷、叠、粘等手法。比如用纸雕

制作仙娥湖的山水时，山的远近、薄厚、高低可以得

到更好的效果，层峦叠嶂的山峰上可以增加树木，水

边的岩石可以增加绒绒的苔藓，山花的花瓣可以设

置成不同的颜色、大小、卷曲程度增加立体效果。

（５）水墨画。水墨画是中国传统绘画，意境优

美，墨为主要原料加以清水的多少引为浓墨、淡墨、

干墨、湿墨、焦墨等，画出不同浓淡（黑、白、灰）层次。

自然风光很适合用水墨画表达，在学前期培养孩子

对水墨画的兴趣，也有利于古典文化的传承。

（６）水粉画，水粉画容易创造出亮丽丰富的色

彩，了解色彩的规律性对于幼儿画好水粉画至关重

要。幼儿园里，幼儿主要学习分辨和使用基本色、原

色和间色，也可以有几种复色，如棕色、紫红色及无

彩色，进而学习分辨色彩的明度及饱和度。对色彩

的辨别认识有助于儿童更有意识对色彩加以使用。

如果说水墨画中的仙娥湖意境优美、古典雅致，那么

水粉画里的仙娥湖则是明媚照人，秀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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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石头画：幼儿可以根据石头的形状进行大胆

的想象，他们可以在圆形的石头上画出湖水和小鱼，

可以在三角形的石头上画出山峦和树木，可以在偏

长的石头上画出山路。

以上是取材于仙娥湖这一自然风景区所创设的

美术课程，商洛市的美景还有金丝峡景区、柞水溶

洞、天竺山森林公园等，都可以通过以上形式创作出

丰富多彩并且有地域特色的作品。

２．人文民俗取材

（１）建筑实物欣赏：ＡＢＡ式建筑物钟楼、大唐芙

蓉园、开元商城等给人以宏伟庄重的感觉，半圆形的

窑洞有利于了解陕北的地貌特征，关中民居古朴雅

致而且砖雕木雕十分精美。西安市有诸多少数民

族，可以欣赏清真寺等宗教建筑。除了古典建筑，迅

速发展的现代化建筑也可以纳入欣赏范围，比如电

视塔，会展中心……

（２）服饰欣赏：可以欣赏古代服饰变迁、汉族服

饰、少数民族服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人们穿

的服饰。

（３）文物欣赏：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有丰富的历史

文物，比如赤金盆、唐三彩，欣赏这些文物可以让幼

儿了解古代人民的智慧。

（４）民间艺术：户县农民画、秦腔、皮影戏、安塞

剪纸、安塞腰鼓、陕北秧歌、民间刺绣，大荔面花等。

（５）近代名家作品：如黄旭川的书法，李从良的

书画，刘原生的画作。

（６）绘画：可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实物，让幼儿

作画。比如古典风格钟楼、大雁塔、城墙，现代风格

的小寨步行街，也可以是陕西美食，陕西民居……

（７）剪纸折纸：将安塞剪纸的图案做简单化设

计，符合幼儿的能力水平。不管是剪纸外形的表现，

还是镂空花纹的设计，都带有幼儿自己的一些创作

想法。在制作过程中，折纸、对折剪、镂空剪等技能

也可以得到发展，老师在教学活动中可以给小朋友

们讲解各种造型的寓意和来历，增强儿童对陕西传

统文化的兴趣和认知。对于创作成功的喜悦，幼儿

的成品也可以用来布置教室。

（８）泥塑上色：陕西凤翔彩绘泥塑是有着数千年

历史的传统民间手工艺美术品，造型优美、色彩艳

丽，享誉中外。我们可以设计泥塑课，让家长和小朋

友一起收集泥土，并和老师一起塑形、上色，老师可

以给小朋友讲泥塑形象中的神话民俗，吸引孩子的

兴趣，激发孩子的想象力。有条件的还可以让幼儿

观赏瓷器的塑造过程。

（二）关注生活，选择适合的主题内容

生活化幼儿美术教育有利于激发幼儿的创作兴

趣，体验美感。福禄贝尔曾说过：“通过生活并来自

生活的课，是使人印象最深刻，理解最容易的课。”例

如，结合母亲节的到来，我们及时创编“我爱我的妈

妈”这一美术特色主题。这些都是孩子们在主题活

动开展过程中的一些作品。让孩子给自己的母亲画

肖像画，既增强了孩子的观察力与绘画能力，让孩子

把作品带回去送给妈妈。同时也可以让孩子自行设

计一套感谢妈妈的贺卡，孩子能力得到发展，情感得

以表达，同时促进了家园共育。

关注生活不仅仅是跟随生活的步伐节奏，也要

孩子从生活中进行美的体验。瑞吉欧的教学方案认

为，儿童只有通过建构，而不是教导，才能更好地获

取知识，因为儿童需要通过动手操作，感官体验及自

主性探索获得知识。美术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给

予幼儿体验和感知美的机会，充分运用多种手段，引

导幼儿自觉建立起良好的审美感觉，激发他们的艺

术情感，形成表现美和创造美的强烈兴趣。从而让

幼儿不自觉地进发出“动之以情、感之于心、思之于

形、联之于境、赋之以美”的艺术情感。让幼儿积极

构建：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设计组织绘画教学，创造

轻松快乐、自由自在的气氛，让幼儿大胆的想象、大

胆地创造。比如说 ，吹泡泡是每个孩子都喜爱的游

戏，因为泡泡的色彩很绚丽，仿佛每个泡泡都是一个

奇妙的世界，里面有好看的风景和有趣的故事，美丽

的泡泡漫天飞舞给人带来浪漫的气息和无尽的遐想

…… 老师要设计让小朋友画吹泡泡的美术作品，不

同排列的基础上，用多个泡泡进行构图，并表现出遮

挡、疏密、大小关系。倘若让小朋友直接临摹老师的

成品图，难免课堂气氛枯燥。倘若在绘画创作之前

让孩子在洒满阳光的草地上吹泡泡，看着五光十色、

大大小小的泡泡在新鲜美丽的校园中飞舞摇曳，如

宝石美玉般晶莹的泡泡倒映着校园里的美景：白云、

绿树、老师、好朋友、教学楼、小路……小朋友们自然

会把观察到的这一切用画笔描绘出来，幼儿进行美

术创作时，他们感受到一种唯美，而我们应该让幼儿

感受到身边的美，生活中的美。

总之，开展美术园本课程实践研究，能够促进教

师的专业化成长、幼儿的全面发展，也将提高幼儿园

的社会认可度，最终形成具有园本特色的美术课程，

并进一步推动幼儿园园本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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