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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课程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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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和价值

及在幼儿艺术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一$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特点和意义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底蕴深厚且具有

浓郁的地方特点$如"凤翔泥塑+凤翔木版年画+乾

州布玩具+旬邑彩贴剪纸+黄陵面花+西秦刺绣+陕北

民歌+陕南民歌+安塞民间绘画+商洛花鼓+华县皮影

等$这些传统手工技艺都具有展现陕西传统文化和

民族民间艺术的价值"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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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传承陕西文化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发展或后继乏人及保护措施

不到位而存在消失的危机$在幼儿园开展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进课堂"努力提高保护传承的社会影响

力"对促进陕西地域文化认同和儿童成长的意义

重大$

#二$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幼儿教育传承

中的优势条件

地方课程开发是当前基础教育的重点$在幼儿

教育领域"地方课程还很缺乏$由于经济文化的发

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受到挤压"许多民间

艺术淡出人们的视野"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消

失的边缘$培养继承人是让传统技艺传承下去的关

键因素$如果没有继承者"民族文化和艺术就会随

着时间的流逝最终消失-

#

.

$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丰富多彩是开发幼儿地方课程的优势条件$幼儿

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内容"保教并重"寓教于乐$

在幼儿课程体系中"传承优秀地方文化传统"更新完

善幼儿游戏实践内容"开发符合儿童天性的活动资

源"应从幼儿教育地方课程资源与地方课程开发等

方面探讨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幼儿教育地方课

程资源的方法$

#三$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能够丰富幼儿的

日常生活和游戏

地方文化应是幼儿艺术教育的主要课程资源$

民间艺术资源以鲜活的感性形态存在"它植根民间"

来自大众传统文化"与儿童的现实生存状态紧密相

连"是儿童自小耳濡目染的有着广泛家庭基础和社

会认同性"有利于开发成为幼儿艺术教育的地方

课程$

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幼儿的课程资源"内

容是相当丰富的$如神话故事+民间传说+陕西快

板+陕西游戏和故事等$各类民间制作技艺"手工精

湛的工艺"如泥塑+绘画+刺绣+雕刻+竹藤编织+面花

制作+草编+折纸+织染+剪纸等$表现形式包括戏曲

秦腔和相关的面具+玩教具制作工艺等$民族民间

节日喜庆做的花馍+祭祀手工花馍+面花等$有代表

性的非文字形式的艺术"如民间音乐+秧歌+社火等$

这些突出代表民族文化认同"又因继承人缺乏"濒于

失传或正在失传的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为幼儿艺

术教育地方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广泛选择$

#四$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融入学前课程能

传承和推动民族和地方文化发展

儿童艺术教育地方课程目标设计时"要把课程

融入到地方生活和发展的环境中"要充分利用地方

课程资源"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性$在幼儿

教育地方课程的开发中认真筛选适合幼儿的资源"

使幼儿及幼儿教师真正地体验+感受"在现场情境中

生成教学目标"这种审美教育才会潜移默化地建构

起来$幼儿从小接触+了解民族文化"就能播下喜爱

和传承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子,"为民族文化

传承+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群众基础-

!

.

$

在学前教育中融入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

容"是在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培养未来的潜在继承人"

为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做好准备$陕西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保持优秀文化

的新鲜活力"在幼儿教育中传承地方文化和民族文

化"幼儿与幼儿园教师可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进行

创新"使民族文化能够与时俱进"符合时代的要求和

幼儿教育的特点"继续保持民族艺术旺盛的生命活

力$儿童从小接触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形成喜

爱+保护+传承民族艺术的习惯$幼儿自身学习的特

点和好奇心强"容易接受+探究新事物的天性"使他

们成为传承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适合的群体"对

地方和民族文化的传承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培养幼儿文化认同

感,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要*丰富幼

儿的情感"培养初步的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和能

力"适当向幼儿介绍我国各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民

族的文化"使其感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培

养理解+尊重+平等的态度$,

-

%

.陕西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其蕴涵着华夏民族的精

神"它们来自于幼儿成长过程中周围的环境和生活"

能够成为幼儿园课程的重要资源$在幼儿教育中传

承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幼儿能够学习传统优秀的

文化艺术"增进对本区域的风土人情的了解"扩展儿

童游戏活动的经验和体验$幼儿在活动的过程中"

可以感知和体验传统文化的力量和情感$学习陕西

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可以对幼儿进行艺术熏陶"培养

孩子的天性"提升幼儿的艺术修养"提高幼儿感受+

欣赏和表现艺术作品的综合能力$陕西非物质文化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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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作为一种地方艺术形式"以情感体验和行为表

现为主"形式灵活多样"便于幼儿操作和表现"符合

儿童在游戏中成长的需求$在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动中"儿童的注意力+记忆力+感知力都能得到发

展"并能够体验到成功的幸福和投入的快乐"幼儿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可得到锻炼和发展$陕西非物质

文化遗产活动还能为幼儿提供对话+交往互动的机

会$陕西的很多民谣和民间艺术能让幼儿产生阳

光开朗积极向上的心态"能够让幼儿建立良好的

认知"形成开朗性格"养成良好的意志品质$同

时"还培养了幼儿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和喜爱"增强

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从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

二"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幼儿教育中

的传承策略

在幼儿教育中传承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非

遗纳入幼儿园课程体系"实施以陕西地方民俗为教

育主题的幼儿教育活动"既能促进幼儿发展"又能促

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体实施策略如下$

#一$甄选适合幼儿成长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幼儿教育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既要

考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易于传播"方便实施

和传承"更要考虑幼儿的健康发展!也要考虑幼儿的

接受能力+学习特点和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间

艺术传承和幼儿发展的共同价值$陕西非物质文化

遗产种类繁多"每种艺术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教育价值"但许多民间艺术由于内容过难+形式复

杂+远离幼儿生活+不符合幼儿需要等问题并不适合

幼儿学习"不能纳入幼儿园课程体系$目前最便于

实现的课程资源有#陕北剪纸+面花+拼贴+麦秆编

织"或陕西民歌快板等活动$因此"在幼儿艺术教育

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对繁杂的民间艺术

进行筛选"要选取幼儿易于理解接受的"形式简单便

于掌握"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学习情况和身心发展

水平的形式$然后对这些民间艺术分类选取整理"

分析出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项目类别"作为可选择

和利用的课程资源$通过在幼儿中开展活动"了解

孩子的兴趣并获得经验基础"在不同年龄段的活动

类型中选取幼儿感兴趣+符合幼儿特点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实施课程$

#二$关注幼儿的学习特点,多提供感受和参与

机会

幼儿的学习主要以直接经验为基础"是通过幼

儿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在玩中学和亲身体验获得

的$幼儿以感知动作思维和形象思维为主"抽象的

知识和内容应该还原为儿童的体验$学前儿童通过

对非遗作品的认识+实践和鉴赏"从而受到艺术的感

染"得到精神上愉悦的感受$这对于提高儿童的审

美情趣和审美能力"陶冶儿童的情操有着重要的作

用$对于民族民间艺术的外在形式+语言和内在价

值的掌握"都需要幼儿通过对民族艺术的直接感知+

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来逐步实现$在幼儿教育中要

选择适合幼儿形成直接经验的非遗项目"并采用灵

活多样的活动形式进行组织"尽可能调动各种资源"

让幼儿通过多感官感知民族艺术的魅力!要创设环

境和营造儿童喜欢的色彩鲜艳丰富的氛围"让幼儿

有强烈的自觉参与意识"通过活动亲身感受发现+领

悟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要强化幼儿的

互动体验"尽可能多的为幼儿提供尝试和表现的机

会$儿童更喜欢感知描绘熟悉的物体和令人愉快的

有现实意义的美术作品及色彩明快的作品$作品的

内容是否真实地再现了现实世界"作品的色彩是否

丰富+鲜艳"是他们判断作品好坏的两个最主要的标

准$通过幼儿对民间艺术的实际操作"亲身感知民

间艺术的乐趣"掌握简单的技艺"熟悉制作和表演的

流程和规则"培养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热情"为培

养民间艺术的传承者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通过游戏活动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实现寓教于乐

游戏是幼儿园最基本的教育活动$幼儿可以在

民间音乐伴奏或歌曲伴唱下进行游戏"有一定的规

则"游戏时的动作+表情必须符合音乐的音调+节拍+

内容等$这类游戏主要在于发展幼儿音乐感受能力

和动作协调性"培养孩子愉悦的情绪$在幼儿教育

中传承非遗文化遗产"要把游戏作为实施民族艺术

活动的基本形式"将教学与游戏密切结合"做到教学

活动游戏化"实现民间艺术教育活动的寓教于乐"培

养幼儿的身心+智力+创造力$民间常见的老鹰捉小

鸡游戏#首先由一人自称老鹰"其余人排成纵队最前

面的人伸开双手挡住老鹰"第二人双手捏住前面一

人的腰带"后面依次的串起来"然后由老鹰来抓最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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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人"玩时忽前忽后"时左时右"直至抓住最后的

一个为胜"民间的这种趣味游戏至今仍得到小孩的

喜欢$在幼儿教育中传承民间艺术"重要的不是掌

握具体的操作"而是培养幼儿对民间艺术的欣赏+热

爱和自豪感"陶冶幼儿艺术情操和审美品位"培养民

间艺术的潜在*传承者,

-

&

.

$因此"不能把技能的培

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教育形式"否则"就会

扼杀幼儿对民间艺术的兴趣和热爱"更不可能产生

自豪感和传承的意识$所以"幼儿园丰富的课程资

源"能让幼儿进行各种形式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动"使幼儿在愉快的体验中获得技艺+知识和文化

体验$

#四$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氛围,使幼儿

随时受到环境的浸染和熏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绘画+泥塑+折纸+小制作等"

因其直观+形象+艳丽+多变的图案"搓+捏+揉+挤+

压+剪等手法"符合幼儿学习的特点"深受孩子们喜

爱$民间艺术常常可创造很多鲜活的形态"如动物+

帆船+衣裤+帽子和飞禽等$幼儿通过自己动手+动

脑"可以创造多变的图案"捏出自己喜爱的动物+植

物+人物等造型"能满足幼儿的求知欲"发挥孩子的

想象力与创造力"还能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尤

其学前班儿童"老师带领孩子们折纸+剪纸"泥塑等"

学习的成果还可以用来装饰幼儿园的环境$要让幼

儿的活动课程围绕一定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

让幼儿逐步获得各种有益经验$把非物质文化遗产

融入幼儿园课程体系"可使幼儿有计划+有组织的接

受教育"能够不断提升幼儿感受+欣赏+认知和表现

民族文化的水平-

H

.

$幼儿园环境是幼儿教育的重要

资源"在幼儿园环境中创设民间文化艺术的元素"营

造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氛围"使幼儿随时受到环境

的浸染和熏陶$如幼儿园墙壁可以用马勺+脸谱+麦

秆编织+凤翔虎头等形式的传统民间文化艺术来装

饰"陕北剪纸窗花可以用来装饰窗户"传统手工以及

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技艺都可以通过环境的

创设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

#五$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素材,丰富幼儿课程

资源

丰富的教育资源有利于幼儿活动的开展$例

如"凤翔六营村+邑农民画+关中民俗博物馆等$

这一方面是为保护和传承非遗作为物质准备"另一

方面也是对儿童进行民间非遗教育"普及民间非遗

保护意识的积极举措-

F

.

$同时"幼儿园也要有课程

资源开发和建设的意识"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

动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源和活动开展过程的课程文

本+活动记录+活动照片+录像+幼儿作品予以整理"

建立民间艺术教育活动课程资源库"并积极开发幼

儿民间艺术教育材料"丰富幼儿艺术教育资源"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提供物质基础$例如"

凤翔泥塑就很容易在幼儿园开展"可以请民间艺人

为孩子讲授演示"孩子自己动手捏制!也可以在网上

直接购买马勺面具的空白模具"启发孩子涂色练习"

发挥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总之"陕西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三秦大地悠久文化的结晶和代表"蕴含着

重要的民族文化基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存

民族特色+增进民族情感的重要途径$在幼儿教育

中传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民间艺术"对于

培育民间艺术的欣赏者+热爱者和潜在传承者具有

重要奠基作用$这既有利于培养幼儿艺术鉴赏能

力"提高艺术素养"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又有利于推

动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在学前艺术教育中把培育地方文化特色作为突

破口"以绿色生态理念传承文化艺术"继承和开发好

学前儿童游戏内容"必将使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

为儿童艺术教育中"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

鲜明的课程资源$通过对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发展相应的对策和

模式"能够促进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性传承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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