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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基于多方视角的学前艺术教育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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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前艺术教育是学前专业核心课程%应重视培养师范生的艺术素养与艺术技能%使其在职后能引导儿童感知*欣赏*

创造美'但对某市师范院校*幼儿园涉及的多方进行访谈后发现%师范生存在艺术技能弱*艺术素养差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

艺术教育缺乏专业化背景*艺术教育忽视艺术素养的养成!通过强调专业背景*调整教学方式方法*树立正确认识*引导幼儿

园正确评价教师艺术素质是促进艺术教育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学前教育!艺术教育!艺术技能!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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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颁布%体现了国

家对幼儿园教师专业化的要求%由以往对弹*唱*跳*

画*做等艺术技能的重视%到对专业理念*专业能力

和专业知识的关注'在某师范院校%学前专业的学

科专业课程教师和艺术技能教师分别归属不同的教

研室%分别负责学前艺术理论与教法和弹*唱*跳*画

等艺术技能的教学%二者合而为学前艺术教育'目

前的学前专业艺术教育中存在学生艺术技能弱*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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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基于多方视角的学前艺术教育现状与对策

术素养差的问题'为探讨学前艺术教育的相关问

题%研究者选取某市三所公办园的园长*教师共
!"

人%某师范院校学前专业师范生"均参加过教育见实

习#*教师共
!"

人作为访谈对象%多方视角进行一对

一的结构式访谈'

一"高校学前艺术教育的问题分析

#一$学前师范生艺术技能弱

幼儿园和学前师范生的访谈结果分析显示&幼

儿园和师范生本身都非常重视艺术技能%但依然存

在艺术技能较弱的现象'访谈中%学前专业师范生

普遍认为自身的艺术技能较弱%+所接触的艺术教育

虽然偏向于对技能的学习%但艺术技能的学习不够

深入%并且较少涉及艺术理论方面的内容,!另外%所

学习的技能内容过度成人化%+不能很好地贴近幼儿

发展特点%太过于形式化*成人化%有些东西完全就

是站在大人的角度开设的%没有跟现实中幼儿园的

需要相结合,!还包括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培养极少%

+都只能算是皮毛%甚至连入门都算勉强,'

另外%学前师范生的艺术技能达不到幼儿园艺

术实践的要求'有调查显示%在教育实习中%实习单

位对学生的艺术技能满意度仅达到
##?!BY

%实习

生的艺术技能欠缺*实践能力差%不能满足正常工作

需要%不能很好地引导幼儿发展.

#

/

'访谈中%幼儿园

园长认为目前在园实习生的艺术技能基本功较差%

仅个别实习生在器乐演奏方面具有一定的能力!幼

儿园教师认为实习生的艺术技能参差不齐%普遍较

差%如有的幼儿教师指出%与幼儿园+每项技能都可

以用专业来评价,的全能型教师相比%+实习生跟老

教师们技能差距太大,%不能单独胜任艺术教育教

学%尚需长时间的实践磨练和学习'在园实习过程

中%有的实习生还不能将自身所掌握的艺术技能运

用于幼儿园艺术教育中%+以往她们是以学生的身份

来展示技能%但是现在她们要以教师的身份展示技

能%比如说弹琴%自己弹得时候快一点慢一点无所

谓%但是一旦教孩子就要跟着孩子的速度,'

#二$学前师范生艺术素养差

由于当地公办园的园长和教师基本上都毕业于

当地某高师院校%因此当地幼儿园对高校艺术教育

的评价间接反映了师范院校艺术教育的问题'问题

之二在于高校学前艺术教育轻视师范生+艺术素养,

的养成'+艺术素养,具体指的是对艺术美的感受和

欣赏能力%将艺术教育作为精神活动的外在表现'

而高校学前艺术教育却往往轻视+艺术素养,%导致

师范生在幼儿园实习过程中表现出艺术素养较为欠

缺%+首先对艺术的表现方式不太了解%其次对儿童

欣赏和感受美的心理活动不了解%所以导致艺术教

育活动难点重重%达不到培养儿童创造美的目的,'

另外%艺术素养的养成是长期的培养过程%更需要师

范生具备积极主动的态度%+每个实习生对待艺术技

能的态度不一样%有的愿意做愿意学%有的不愿意也

不学,'

二"高校学前师范生艺术教育问题的原

因分析

#一$高校艺术技能教育缺乏专业化背景

由于艺术教育教师并不具有学前专业背景%因

此无法结合幼儿园教师的岗位要求展开针对性教

学%如有的实习生反映艺术技能教学偏向成人化'

另外%非学前专业教师%对学前专业师范生的技能学

习缺乏有效的监督%并且由于近年学前专业招生规

模的扩大%学前专业学生人数较多%在艺术技能课上

教师往往不能做到因材施教'

另外%学前师范生缺乏艺术学习基础%并错失艺

术技能学习的关键期'高师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生

源以高中毕业生为主%已然错过了艺术技能学习关

键期%可塑性较差.

!

/

'而艺术教育更强调学习过程

的连续性%因此对已错失艺术技能学习关键期的师

范生来说%艺术技能学习过程往往较为艰难'

#二$高校艺术教育忽视艺术素养的养成

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便由孔子提出+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思想%并把+乐,作为+六艺,

之一%体现了古代教育对艺术修养的要求%重视艺术

情感的激发*艺术形象的审美*创造和表达%使人们

在审美享受的愉悦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与启

迪.

%

/

'但随着国家对学前教育的日益重视%高校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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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专业参加各级各类专业比赛的机会愈来愈多%随

之而来的是对个别有艺术技能特长的师范生的关注

和选拔%重视短期内通过技能训练出成果%而忽视平

时的艺术素养的养成'

三"对高校学前艺术教育的建议

从
!"#!

年(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颁

布%到建立国家幼儿园教师资格统一考试和认证制

度%是从根本上促进教师专业化的有力举措.

#

/

'随

着教师资格证统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陆续实施%

高师院校如何进行艺术教育教学改革成为迫切需要

得到关注的问题'在(

!"#$

年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

面试大纲)的测试目标中提出%面试主要考查申请幼

儿园教师资格证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养*职业发展

潜质和保教实践能力%其中包括目标+有一定的技能

技巧%能够恰当地达成保教目标,%体现在艺术教育

领域%即要求未来从事幼儿教师职业的人员应需要

具备基本的艺术素养*一定的艺术技能技巧'对高

校学前艺术教育的启示包括&

#一$艺术技能教学应强调学前专业背景

学前艺术教育教师的专业化背景是艺术教育质

量的关键'目前%高师院校学前专业艺术技能教师

隶属音乐教育专业*舞蹈教育专业或美术教育专业%

缺乏对学前专业艺术教育目标的解读%以及对幼儿

园工作岗位需求的了解%往往会将对艺术教育专业

学生的要求作为对学前专业学生的要求%要求高*指

导少%导致艺术教育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

可以考虑将部分艺术教育教师纳入学前教育专业%

除进行艺术技能教学之外%也同样承担见*实习指导

等工作%在专业环境中将学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内

化%并落实于日常教学中'

#二$以*专业化+的要求调整艺术技能课程的教

学方式方法

由于学前师范生普遍存在艺术技能基础较差的

现状%因此学前专业艺术教育应重视师范生的具体

学习情况保证教学内容的持续性!在教学形式上%应

通过小组教学加个别指导的方式进行%尽量关注到

每位学生的艺术素养和技能的发展!在教学方法上%

艺术教育应强调体验和感受%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

性的表达%并注重实践和练习!在艺术教育的学习内

容上%更应强调明确学前艺术教育的正确方向%注重

专业理念和能力的全面提升而非仅关注艺术技能!

艺术素养和技能课程应同时开设%并且在每一类艺

术技能课程教学过程中%注重多给予师范生艺术欣

赏的机会%如充分利用当地可利用的艺术展览*展演

等机会%让师范生接触高雅艺术%受到艺术熏陶!在

教学中强调有侧重点和针对性%如美术教育中侧重

简笔画教学%舞蹈教学中强调舞蹈创编方面的技巧%

钢琴教学中以儿歌弹唱为重点!还应注重艺术教育

评价的客观*严格%及时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如有

的幼儿教师指出+师范学校对技能要求是很严格的%

上课时她们最怕上的课就是舞蹈和钢琴%老师越严

格她们会学得更好'不管你的艺术方面怎么样%多

练是不会错的,'

#三$树立对学前艺术教育的正确认识

高校学前专业的艺术类课程教学质量是保证幼

儿教师素质的重要基石.

F

/

%作为学前专业核心课程%

艺术教育应着眼于未来幼儿园工作者所必备的艺术

素养%能引导幼儿发现美*感受美*表达美和创造美%

丰富幼儿的情感体验%用艺术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感

受'因此%艺术专业素养和艺术技能都会影响幼儿

教师的发展%应综合*平衡地发展'+术业有专攻,%

幼儿教育专业化是幼儿教育特殊性决定的%专业化

即强调教学的规律及独特性%并且专业化的要求也

体现在对幼儿教师基本艺术技能的要求'对此%学

前艺术教育课程设置一方面注重外在的艺术技能%

另一方面也更应注重对学生艺术素养的培养%注重

内在艺术体验的激发'

对于艺术教育%大多数师范生接触较少%如有的

师范生指出+并不只是看不懂%而是看不懂其中有它

的美*规律,%因此必要的艺术素养的提升很有必要'

以舞蹈创编为例%技能学习前应着重理论部分的学

习%引导师范生对舞蹈艺术正确认识%明确舞蹈创编

并非一项表演技能%在掌握技能的同时更应关注如

何通过舞蹈促进身心的愉悦和发展%激发艺术学习

的积极性'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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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基于多方视角的学前艺术教育现状与对策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幼儿教育+不仅

要关注那些有目的性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促

进幼儿的身心发展,

.

B

/

'从
%AC

岁儿童身心发展的

角度来看%幼儿的认知特点决定了幼儿所需要的艺

术技能的学习是浅显易懂的%因此高校学前专业艺

术技能教育内容还应符合幼儿的特点%明确艺术教

育的目标%以创造性和表现性作为艺术教育的方向%

从整体上重视艺术素养的养成%避免+机械的技能训

练,'

#四$引导幼儿园正确评价教师艺术素质

调查显示%幼儿园对教师艺术技能较为重视%为

了鼓励幼儿教师提升艺术技能%有的幼儿园会对教

师进行技能考核%并鼓励教师参加技能比赛'访谈

中%某省级一类园的园长指出该园对教师艺术技能

的要求和考核都非常严格%+每个月都需要教师把该

月所学的儿歌以弹唱的形式汇报给教研组长听%每

年园所或者区里都会举办绘画比赛%这就对教师的

绘画技能要求比较高了%对于舞蹈技能则体现在每

年的六一儿童节*大班毕业典礼*少儿春晚的选拔以

及一些舞蹈比赛上%这不仅考验老师本身的舞蹈水

平%更考验了教师的编排能力,'另外%该园教师也

指出%+教师首先要掌握好艺术技能%才能正确地示

范与传授给孩子%如绘画方面%教师如果对于线描*

水粉等绘画形式的技能技巧不能很好地掌握%那她

给孩子们教授绘画时的定义和着手点就比较模糊,'

另外%也有的教师指出在城市公办幼儿园%艺术技能

成为幼儿教师的+资本,%具备一项突出的艺术技能

有助于获得园长的重视'工作之初%幼儿教师认为

初步掌握一些艺术技能即可%但随着家长及园长对

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全能型教师才能被视为+优

秀,教师%+如果艺术技能方面差的话%就不能算是优

秀%领导就喜欢艺术技能强的教师,'

可见%幼儿园对教师艺术技能的过度重视往往

反映出对教师专业发展的片面认识%实际上艺术技

能只是教师能力的一个方面%有的教师在绘画技能

上并不强%但对于儿童美术作品的赏析却能深入儿

童心理%并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渗透%如有的教师指出

+我们幼儿园教师有的毕业于师范院校%有的毕业于

艺术院校%每次遇到排练节目的时候我们专业的教

师往往比不上艺术专业毕业的教师%但公开课的时

候一般获奖的都是专业的老师,'从幼儿园的长远

发展来看%其发展不能仅依靠几位专业技能强的教

师%而是需要专业理念的更新*专业知识的武装%通

过对(纲要)*(指南)的学习%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

引导幼儿在艺术活动中真正地做到发现美*表现美*

创造美'如有的教师指出%+大班歌曲很多变调加附

点%还有音乐欣赏%有的音乐欣赏纯旋律%还是挺有

难度的%有的韵律活动还有情节%幼儿还要感受韵律

表达的故事情节等,%这些都需要教师具备专业的艺

术素养%能感知音乐的韵律美*情节美%从而将音乐

表达的感情传达给幼儿'

综上%学前艺术教育应培养幼儿教师具备一定

的艺术素养*基本的艺术技能%从而为幼儿营造艺术

欣赏和创作的环境%以提升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化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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