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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Standards of Early
Childhood Art Education in China and Britain

—Take“3-6 Years Children’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Guide”and
“Development Matters”as Examples

ZHENG Yu-xin，TANG Yu
（Faculty of Edu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Guide to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for Children from 3 to 6 Years Old" and "Development Matter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s the research objects，this paper used early childhood art education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standards as research
content，and it analyzed three aspects: goals of art education，content of art education，and suggestions of art education. This paper al⁃
so put forward three reference opinions: we should integrate subject content; we should break domain boundaries and mix with games;
we should stimulate children’s innovation and refine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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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

相继颁布《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

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文件，以此

来引导和规范学前教育的发展。其中2012年教

育部正式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以下均简称为《指南》）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它

为幼儿园及家长提供了一份可操作的、实践性的

“说明书”，让学前教育或者说是幼儿园教育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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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迹可循、有章可依，是我国学前教育方面一份

纲领性和指导性文件［1］。时隔两年，2014年英国

发布了《早期基础阶段法定框架》（Statutory

Framework for the Early Years Foundation Stage，后

简称EYFS），是英国早期教育和保育的参考标准，

也是硬性法规政策文件，为英国全体早期教育工

作者提供引导和支持，促进了英国早期教育事业

的发展［2］。在此基础上，2020年9月英国教育部

发布了Development Matters-Non-statutory curric-

ulum guidance for the early years foundation stage

（以下均简称为Development Matters），并在2021

年6月进行修订。此文件主要是为了能更好的保

障EYFS的实施而发布的子文件，其中按照EYFS

的内容分成了有效教与学的特征、交流与语言、

社会性与情绪情感发展、身体发展、读写、数学、

认识世界、表达性艺术与设计几个部分，为EYFS

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3］。而《指南》作为一

个指导性的文件，虽然具备一定可行性，但实操

性不够强，一方面是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不高，

难以较好地落实《指南》；另一方面是《指南》的内

容还不够全面和细致，无法较好解答幼儿园教师

在实践中的所有问题。为了进一步加强《指南》

的可行性和实操性，切实保障《指南》的落实，可

以通过将其与Development Matters进行比较，明

确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好了哪些工作、有哪

些不足，以此提出相关的建议，促进我国学前教

育事业的发展。

作为幼儿全面发展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艺

术教育，在促进幼儿全面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良好的艺术教育可以完善个体的人格，促

进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滋养其精神［4］。我国的

儿童艺术教育更为强调其智育和德育功能，弱化

了艺术教育提升学生艺术审美素养、培养学生创

造力等功能。进而逐渐将艺术教育等同于技术

教育，成为专业化的训练活动，束缚了学前儿童

对情感的体验，以及对艺术的自由感悟、表现和

创造能力［5］。而西方国家的早期艺术教育更为多

元化，学科间的联系也较为突出。因此，研究以

我国的《指南》与英国的Development Matters中有

关早期儿童艺术教育（艺术领域与Expressive arts

and design）的相关内容为例，从艺术教育的目标、

艺术教育的内容和艺术教育的建议三方面进行

文本分析，试图为我国早期儿童艺术教育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借鉴意义［6］。

二、中英早期儿童艺术教育标准的比较

与分析

（一）艺术教育的目标对比

表1 《指南》与 Development Matters艺术教育的目标对比

《指南》

Development Matters

感受与欣赏

表现与创作

探索和游戏更丰富的媒介与材料

支持他们的想象和创造

提升他们的理解、自我表达、词汇和艺术沟通

1.喜欢自然界与生活中美的事物

2.喜欢欣赏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和作品

1.喜欢进行艺术活动并大胆表现

2.具有初步的艺术表现与创造能力

艺术教育的目标旨在提高审美能力和唤醒

人性，即通过情感教育使学生在审美享受中产生

情感的共鸣，在审美愉悦中得到精神的升华，使

学生审美心理结构趋于完善，人格趋于完美，个

体得到和谐发展［7］。在目标层次的划分上，《指

南》将艺术领域儿童学习与发展的目标分为“感

受与欣赏”、“表现与创作”两部分，这其中又分别

划分了两个子目标；而Development Matters并没

有对目标的层次进行划分（见表1）。在目标的表

述上，《指南》的主体是幼儿，而Development Mat-

ters的主体是教师。究其原因，《指南》是一个相

对宏观的指导性文件，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有

引导性作用，更关注幼儿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发

展。例如，在能力方面，要求幼儿应“具有初步的

艺术表现与创造能力”。而Development Matters

是英国EYFS的子文件，实操性较强，它从关注

“儿童应获得什么发展”转向关注“教师应提供什

么样的支持来保障儿童的发展”，较好解决了“幼

儿园教师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从这点来看，《指

南》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 Development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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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英两国在目标的层次划分和表述上

有所不同，但依然存在着较强的一致性。具体

包括了丰富幼儿经验和提升幼儿能力两部

分。可见，两国在早期儿童艺术教育方面均认

为应先给孩子丰富的刺激和经验，再经过教育

的多方指导，最终落实到幼儿个人能力的提升

和发展上。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提出了“提升...

词汇”这一具体目标，而我国《指南》艺术领域

部分并未出现相关内容。究其原因，Develop-

ment Matters 是将语言发展与艺术教育相结合，

更为注重学科间的联系，强调儿童的整体发

展。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能够为英国这一

做法提供支持，他认为艺术教育作为一种手

段，对个体创造力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而创造

力是各种智能的核心，因此，可以通过艺术教

育促进学生智能的发展［8］。而我国《指南》将语

言发展、词汇运用等指标点主要放在了语言领

域，并未在其他领域有过多的涉及，更为注重

领域内的协调发展。

（二）艺术教育的内容对比
表2 《指南》与 Development Matters艺术教育的内容对比

3~4岁

4~5岁

《指南》

经常自哼自唱或模仿有趣的动作、表情和声调

能模仿学唱短小歌曲

能用声音、动作、姿态模拟自然界的事物和生活情景

经常涂涂画画、粘粘贴贴并乐在其中

能用简单的线条和色彩大体画出自己想画的人或事物

经常唱唱跳跳，愿意参加歌唱、律动、舞蹈、表演等

活动能用自然的、音量适中的声音基本准确地唱歌

能通过即兴哼唱、即兴表演或给熟悉的歌曲编词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经常用绘画、捏泥、手工制作等多种方式表现自己

的所见所想

Development Matters

记住和唱完整的歌曲

唱另一个人唱的音调

创造自己的歌曲，或者围绕他们熟悉的歌即兴创作一

首新歌

用连续的线条创造封闭的形状来代表物品；用绘画来

表征想法和情绪

参与简单假想游戏

开始发展复杂故事

用积木和建构材料制作充满想象力的复杂小小世界

在小组里或者独自唱歌，找准音高和跟随旋律的能力

增强

探索和加入音乐制作与舞蹈，独自或者小组表演

探索、使用和完善不同的艺术效果，以表达他们的想法

和感受

回顾并继续他们的学习，完善先前的想法并提高表征

这些想法的技能

合作性创造，分享想法、资源和技能

在假装游戏中发展故事线索

1.联系

陈鹤琴先生提出的活教育理论中，课程类型

包括儿童健康活动、儿童社会活动、儿童自然活

动、儿童艺术活动、儿童文学活动五部分。其中，

儿童艺术活动包括音乐、图画、工艺等内容［9］。在

西方，柏拉图曾主张儿童早期教育应从音乐开

始。教育家们的思想都在现代社会的文件当中

得以体现［10］。通过表2对比发现，中英两国在艺

术教育内容纬度的划分上基本一致，都包括了歌

唱、绘画以及创作与表达三方面。这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说明，不论是中方还是西方对于艺术具体

内容的理解都较为一致。例如，在歌唱方面，《指

南》中出现了“能模仿学唱短小歌曲”，而Develop-

ment Matters当中也有“记住和唱完整的歌曲”的

内容。

2.区别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主要包括学前儿童音乐

教育和学前儿童美术教育两部分，但在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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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英两国依然存在着一些区别，主要体现在

偏重感受与强调能力、纵向延伸与横向发展、较

为简单与相对复杂、Development Matters重视假想

游戏四方面。下文针对这些区别做出详细解释

和说明。

一是偏重感受与强调能力。《指南》指出：“要

充分尊重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我

国教育家孔子曾提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乐之者”的思想。而《指南》在艺术领域中

贯彻了以上原则和思想，在教育的内容中，“喜

欢”作为动词出现4次，名词出现1次；“乐于”“乐

在其中”等词分别出现1次，说明我国在早期儿童

艺术教育的内容方面较看重学前儿童的情感体

验，希望能培养出幼儿对于艺术的热爱。而De-

velopment Matters中，关于“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

受”或类似说法出现6次，“提高...的技能”或类似

说法出现2次，“唱”“探索”等词也不断出现，相较

于我国，英国在艺术教育的内容方面更强调孩子

个人能力的提升，包括表达能力、运用乐器能力

等等。

二是纵向延伸与横向发展。在教学内容

中，横向发展侧重知识的广度，而纵向延伸强

调知识的深度，以上两种类型在《指南》与De-

velopment Matters 中均分别得以体现。《指南》当

中，艺术教育的内容在难度或深度的提升往往

是纵向发展的。具体来说，学习同一类型的内

容时，4～5岁儿童比3～4岁儿童学习的难度和

深度都要高、要深。例如，在感受声音方面，

3～4 岁的儿童需要“容易被自然界中的鸟鸣、

风声、雨声等好听的声音所吸引”；到了4～5岁

则要求儿童在倾听的基础上能“感知声音的高

低、长短、强弱等变化”［11］。而英国艺术教育的

内容在难度或深度方面的递增往往是横向的，

表现在同一年龄段的孩子在学习同一内容时，

学习难度不断提高，学习内容层层递进。例

如，3～4 岁儿童在歌唱方面的内容要求，就从

简单的“记住和唱”到“唱另一个人唱的音调”

到“唱出熟悉的歌曲的旋律形状”，最后才是进

行创作。

三是较为简单与相对复杂。我国传统文化

一直存在着“业精于勤荒于嬉”“万般皆下品，惟

有读书高”的声音，而这些思想也还影响着现代

人。因此，我国总能在世界奥数比赛当中夺得桂

冠，但却难以在世界级创新比赛上崭露头角，而

创新恰恰与美育或艺术教育关系密切。这在一

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学生在智育方面学习的内容

较难，而美育方面学习的内容较简单，早期儿童

教育亦如此。由表2可知，英国早期儿童艺术教

育的内容较复杂，对于孩子的要求更高；而我国

艺术教育的内容较为简单。以中英两国对3～4

岁儿童在绘画方面的要求为例，我国在技能方面

对于孩子的最高要求是“能用简单的线条和色彩

大体画出自己想画的人或事物”；而英国则要求

孩子的“绘画的复杂性和细节不断提升”，并能

“用绘画来表征想法和情绪”。

四是Development Matters重视假想游戏。我

国古代教育家王阳明在论述幼儿教育时，曾提

出：“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

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的观点，并十分强调游

戏的作用。《指南》中也提出：“幼儿的学习是以直

接经验为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要

珍视游戏和生活的独特价值”，但在《指南》艺术

领域的教育内容中却未突出对游戏的重视。由

表2可知，英国早期儿童艺术教育方面一个较突

出的内容是假想游戏。假想游戏是对幼儿现实

生活的夸张性表征，它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源于生

活，并对幼儿创造力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12］。艺术表现和艺术创作均离不开创造力，因

此，重视儿童的假想游戏对其进行艺术表现和艺

术创作有一定的帮助。我国《指南》在这部分并

没有明确说明和强调相关内容。

（三）艺术教育的建议对比
表3 《指南》与 Development Matters艺术教育的建议对比

《指南》

和幼儿一起感受、发现和欣赏自然
环境和人文景观中美的事物

创造条件让幼儿接触多种艺术形式
和作品

Development Matters

带幼儿领悟新的音乐世界。给他们介绍世界不同地方的音乐，包括传统和民间
音乐

邀请音乐家到幼儿园里来给幼儿演奏音乐并引发讨论
鼓励幼儿认真听音乐，随着音乐的发展讨论变化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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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幼儿的兴趣和独特感受，
理解他们欣赏时的行为

营造安全的心理氛围，让幼儿
敢于并乐于表达表现

尊重幼儿自发的表现和创造，
并给予适当的指导

给幼儿提供来自不同文化的不同乐器，这可能包括电子钢琴和平板电脑上的音乐软件
鼓励幼儿体验玩乐器的不同方式，仔细听他们创作的音乐并由衷欣赏。

在教幼儿歌曲时，留心你自己的音高（高音/低音）。幼儿的音高往往高于成人。在支
持幼儿发展他们的歌声时，他们控制声音的能力也在增强，鼓励他们使用“歌声”：在
被要求大声唱歌时，幼儿常常会大喊大叫
轻拍或轻按歌曲或音乐的节奏，鼓励幼儿也这样做

教幼儿提高他们的颜色混合技能，让他们匹配所看到的颜色并想要再现它，恰当的时
候提供一步一步的指导
教幼儿组合材料的不同技能，比如如何使用胶带和不同类型的胶水
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激发灵感、引发关于艺术与艺术家的讨论

1.联系

教育的目标是教育意欲达到的水平和标准，

教育的内容是教师应该教、学生应该学的部分。

对于教师而言，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之间的的桥

梁就是教育建议，通过教育建议教给学生内容从

而达到教育目标［13］。中英两国关于早期儿童艺

术教育的建议方面存在着以下三点联系：丰富幼

儿体验，引导多样化探索和感受；尊重幼儿本身，

以儿童视角欣赏其表现；创设良好环境，鼓励支

持幼儿大胆创作。

一是丰富幼儿体验，引导多样化探索和感

受。幼儿因在生理、心理上的不成熟，所以，对于

世界的认知十分有限，而艺术创作往往依赖于对

现实世界的认识。因此，学前教育的一项内容就

是要在顺应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的基础上，丰富

幼儿的各种体验，帮助他们累积前期经验，让幼

儿拥有不同的感受，引导孩子去观察社会，观察

自然，热爱生活，扩大知识面。例如，《指南》中指

出：“应创造条件让幼儿接触多种艺术形式和作

品”，而Development Matters中也指出：“应带幼儿

观看现场演出，如哑剧、戏剧、音乐或舞蹈表

演”。除此之外，中英两国均强调教师的引导作

用，例如《指南》中的“给予适当的指导”和Devel-

opment Matters中的“恰当的时候提供一步一步的

指导”等内容。

二是尊重幼儿本身，以儿童视角欣赏其表

现。不论是我国的陶行知，陈鹤琴提出教育要遵

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还是卢梭，杜威提出以儿

童为中心，其核心都在强调尊重儿童。做到这点

首先要拥有一个正确的儿童观，包括儿童有独特

的价值、儿童是不断发展的人、儿童与成人是平

等的［14］。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能够以儿童视

角来看待儿童，站在儿童的位置和立场上审度其

思想和行为。中英两国在早期儿童艺术教育的

建议方面遵从了教育家的理念，拥有科学的儿童

观，强调理解、尊重儿童。例如，《指南》中出现成

人应：“尊重幼儿的兴趣和独特感受，理解他们欣

赏时的行为”；而Development Matters中也指出教

师：“鼓励幼儿体验玩乐器的不同方式；仔细听他

们创作的音乐并由衷欣赏”与之呼应。

三是创设良好环境，鼓励支持幼儿大胆创

作。我国古代出现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虽令不从”的思想。西方的蒙台梭利也十分

强调环境对幼儿的作用，认为教师应提供“有准

备的环境”，创设适宜的条件以促进儿童的发

展［15］。可见，不论是中方还是西方都意识到了环

境对于幼儿的重要影响。故而，创设良好的环境

成为了幼儿园教师们的必修课。这样的环境不

仅包括物理环境，还包括心理环境，要求教师给

幼儿提供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例如，《指南》

中指出“营造安全的心理氛围，让幼儿敢于并乐

于表达表现”；Development Matters中也出现了“参

观美术馆和博物馆，激发灵感、引发关于艺术与

艺术家的讨论”的要求。

2.区别

总体上来看，中英两国在教育建议方面似乎

没有大的区别，但仔细看来，是教育的目标对应

教育的建议与教育的内容对应教育的建议的区

别。在教育的建议方面，我国《指南》主要是将教

育的目标与教育的建议相对应，大都是1条目标

对应2～3条建议。如表4，“喜欢自然界与生活中

美的事物”的目标下，对应了“和幼儿一起感受、

发现和欣赏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中美的事物”、

“和幼儿一起发现美的事物的特征，感受和欣赏

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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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两条建议，相对来说教育建议提出的比较笼

统。Development Matters由于是一个更偏向指导

性而不是纲领性的文件，因此，在这方面处理的

较为细致，将目标下的每一项教育内容与教育建

议相对应。如表5，关注声音这一内容，对应了

“帮助幼儿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倾听活动来发展倾

听技能”到“玩、分享和表演来自不同文化和历史

阶段的各类音乐”再到“玩声音匹配游戏”三个建

议，并且建议也是由简到难，层层深入的。可行

性、实操性较高，能够更好的为教师和家长提供

引导。

表4 《指南》中艺术教育的目标与建议

一级目标

感受与欣赏

目标1

喜欢自然界与生活中

美的事物

喜欢欣赏多种多样的

艺术形式和作品

教育的建议

和幼儿一起感受、发现和欣赏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中美的事物

和幼儿一起发现美的事物的特征，感受和欣赏美

创造条件让幼儿接触多种艺术形式和作品

尊重幼儿的兴趣和独特感受，理解他们欣赏时的行为

表5 Development Matters中艺术教育的内容与建议

教育的内容

对声音的关注度提高
回应听到的内容，表达自己的
想法和感受

教育的建议

帮助幼儿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倾听活动来发展倾听技能。注意幼儿如何”听得好，
比如在涂画、绘画或运动时倾听

玩、分享和表演来自不同文化和历史阶段的各类音乐

玩声音匹配游戏

三、启示与建议

（一）整合学科内容，打破领域界限

从英国的Development Matters 中可以看出，

英国教育部建议成人可以通过艺术教育促进儿

童语言的学习和发展，让儿童在大量接触优秀歌

曲和有节奏地朗读诗歌的过程中扩大词汇的积

累，增强对文学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学科与

学科之间几乎没有明确的界限。而现代社会中，

艺术教育正逐渐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教育，不仅仅

是艺术学科本身的交叉，同时，也逐渐开始向其

他领域渗透。这就启发我国，在制定政策或是指

导儿童早期教育的过程中可以适当打破五大领

域间的界限，将各个领域的教育进行一定程度的

融合，促进幼儿全面发展、整体发展，保持幼儿对

世界整体性的认知，并将这些思想切实体现在指

导文件或相关政策当中。

（二）与游戏相结合，激发儿童创新

除去艺术领域，在《指南》其他领域的教育

目标、教育内容或教育建议当中都出现了“游

戏”一词，而艺术教育也应与游戏相结合。在

组织或指导艺术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应遵循游

戏性的特点，处理好宽松心理环境和良好教学

常规之间的关系以及游戏性体验与艺术技巧

传授之间的关系。以游戏与艺术教育相结合，

让孩子能够在游戏中感受艺术的魅力，了解艺

术的价值，从而激发艺术兴趣、体验艺术感受、

热爱艺术表现与创作，通过艺术教育更好的促

进儿童创新、创造的能力。因此，我国可以选

择各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手段和方法，

将其作为一种更具体的方式和手段运用到早

期儿童艺术教育当中。

（三）细化教育建议，增强可操作性

学前教育虽然对它的研究在近几年不断深

入，但与世界水平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并且

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较为关键的就是目前我

国学前教育教师的数量不多且高质量教师较

少，这就会带来教师在对幼儿进行教育的过程

中出现一些偏差。我国颁布的《指南》主要是为

了指导幼儿园和教师进行学前教育，也提出了

相关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建议，有一定

的实践性和可行性，但是，对于那些良莠不齐的

幼师队伍而言，这样的可行性程度似乎不够

高。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教育内容，在实

施的过程中都需依赖较为细致的教育建议。因

此，我国可以选择借鉴英国的Development Mat-

ters，将教育建议不断细化，甚至可以一条内容

层层深入的对应多条建议，进一步增强文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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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可行性，促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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