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究竟应该教些什么?”讨论之十一:

试论幼儿美术教育的目标与
内容体系

孔起英

　　近年来, 随着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 幼儿园课程
改革的不断深入, 广大幼教工作者在幼儿园教育、教
学的形式与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 但在幼儿园对幼儿应该教什么以及为什么教等
方面的研究尚不多。笔者想就幼儿美术教育的目标
与内容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正确认识幼儿美术教育
我们认为, 幼儿美术教育是幼儿教育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幼儿发展起着独特的作用, 它不
是可有可无的, 也不是其它几育的实施手段。它的独

特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幼儿美术教育活动是一种满足幼儿感受美
的需要的情感教育活动

幼儿时期, 其心理发展的一大特色是自我中心。
因此, 他们常常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客体
上, 使僵死的无机世界生命化。这种移情作用为幼儿
美术教育提供了心理基础。而美术活动为幼儿提供
了一个自我情感表达和与他人情感沟通的机会, 幼
儿在其中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情感体
验, 并将这些思想观点和情感体验通过自己的创作
传达给他人, 从而感受到用美术与人交流的喜悦。幼
儿美术教育中, 教师引导幼儿亲身体验和感受美术
作品或自然环境中线条、色彩等的表现性, 同时也引
导他们用线条、色彩等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通过这种
审美欣赏和审美创造活动, 形成对称、均衡等形式美
的把握, 使内在情感与外在形式达到同构, 并由美术

这种符号化的人类情感形式泛化到生活的其他领
域, 丰富和发展幼儿的情感世界, 按照美的标准和美
的规律, 将幼儿感受世界的审美能力转变为他们的
内心需要和自我发展动力, 进而成为幼儿行为的一
种内在自我调节, 使其人格得到健全发展。

(二)幼儿美术教育活动是以培养幼儿的审美创

造力为核心的一种创造教育活动
每个儿童都具有创造的潜在能力, 在早期儿童

的美术发展过程中, 从涂鸦期儿童开始乱涂, 逐渐画
出个什么东西, 并给他命名, 到象征期儿童为事物象
征性地再造一个粗略轮廊的形象, 再到图式期儿童
用画来表达多种概念或凭自己的主观经验重新组
合、加工、变形画面等等, 都显现出儿童非凡的创造
力。显然, 这种创造力与成人的创造力不同, 它主要

是指幼儿利用材料及过去的经验重新组合材料, 制

作出对其个人来说是新颖的、有价值的作品的能力,

它不仅表现在儿童的美术作品中, 而且表现在制作
的过程中。幼儿美术教育中, 教师引导幼儿以自己的
眼光观察、感受美术作品的造型、色彩、构图, 观察周
围环境中事物的结构、特征、运动模式, 并通过语言
描述让幼儿把感知所把握到的整体艺术形式和自然
形式在头脑中形成表象储存起来。当幼儿开始运用
色彩、形状创造形象时, 教师又启发幼儿思考, 对自

己头脑中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 并加入自己大胆的
想象, 形成全新的形象, 运用所学到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作品中表现出来, 使得幼儿的美术作品由于他们
的创造显示出稚掘的情趣和成人美术无可比拟的独
特魅力。而教师对这种有创造性的美术作品的赞赏、
鼓励, 必然会使幼儿对美术创造活动产生进一步的
兴趣, 反过来促进创造力的发展。

(三)幼儿美术教育活动是幼儿在教师指导下所
进行的一种操作活动

幼儿美术活动是一种需要幼儿手、眼、脑并用,

并需把自己的想象和从外界感受到的信息转化成自
己的心理意象, 再用一定的美术媒介把它表现出来
的操作活动。这种操作活动包括心理操作和实际操
作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对那些幼儿头脑中存在的对
象映象的操作, 它建立在幼儿心理发展基础之上;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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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指操作者外在的手的动作, 它建立在幼儿生理
发展的基础之上。在幼儿美术教育中, 教师根据幼儿
生理与心理发展的特征, 围绕教育目标, 为他们精心
设计活动, 幼儿在这种活动中进行心理操作与实际
操作, 把自身对美的感受传达给他人。这一过程需要
幼儿有手、眼、脑并用的能力、心理意象的生成能力
和使用美术媒介的能力。例如绘画中, 幼儿必须在教
师指导下学习涂色、调配色彩、组织画面等等。在这
种操作过程中, 幼儿手部小肌肉群逐渐发育成熟,

手、眼、脑逐渐协调, 对多种材料和工具的使用逐渐
变得游刃有余, 对外界信息的把握逐渐丰富, 对线
条、色彩、空间等艺术语言的认识和使用以及对形式
美的领悟也渐趋深入。

二、国内外有关儿童美术教育目标的历
史回顾

在制订今日的幼儿美术教育目标前, 我们有必
要回顾一下其历史发展, 或许可以从中受到一些启
迪。

西方最早涉及到儿童美术教育目标的, 可追溯
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他主张用色彩和形状、
声音和文字、调和与节奏去培养年轻人, 使之“修养
全面, 发展均衡”。以后的美术教育一直比较强调技
术目的论,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这种理论方告结束。
本世纪以来, 西方美术教育界逐渐形成两大理论
——工具论与本质论。工具论强调美术教育价值, 主
张通过儿童自由自在的美术创作促进儿童创造性和
人格的健全发展。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里德 (H ·

R ead)和美国的罗恩菲尔德 (V ·L ow enfeld)。本质
论则以美国的艾斯纳 (E·W ·E isner) 和古力 (W ·

D ·Greer) 为代表, 强调科目中心, 主张以严谨的美
术课程 (其内容包括美学、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术
创作) , 实现美术的自身价值。即所谓“以学科为基础
的美术教育”(D iscip line - Based A rt Education, 简
称DBA E)。时至今日, 工具论与本质论仍在影响着
西方美术教育界。我们认为工具论与本质论的优点
是显而易见, 但缺点也不可否认。工具论重儿童的自
发表现, 轻教师的指导,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自然主义
的教育观, 教师的主导作用失去了意义; 而本质论的
严谨的美术课程或许更适合于专业美术教育, 幼儿
教育是一种启蒙教育, 如此高深课程有失“启蒙”之
宗旨。

另外, 前苏联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

认为幼儿美术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精神丰富、道德高
尚、体魄健美的和谐发展的人。很明显, 这也是一种
工具论——美术教育成了德、智、体教育的手段和工

具, 忽视了美术自身的价值和体系。
在中国, 幼儿美术教育目标是随着幼儿园这一

集体教养机构的成立而确立的。1902 年的《奏定蒙
养院章程》中列出了“手技”(即今日之美术教育) 的
目的“在引导幼儿手眼, 使之习用于有用之处, 为心
知意兴开发之资”。显然, 实用与技能成了幼儿美术
教育的主要目标。至 1932 年,《幼稚园课程标准》列
出了当时称为“工作”的幼儿美术教育目标: (1) 满足
对于工作的自然需要; (2) 培养操作习惯, 增进工作
的技能, 并锻炼其感觉能力; (3) 训练关于群体的活
动力; (4)发展智力。可以看出, 这一目标重视了幼儿
的心理需求, 但没有挖掘出“工作”的审美及创造功
能, 是为其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发布的《幼儿园暂行规程》和《幼
儿园暂行教学纲要》把幼儿美术教育目标定为: (1)

培养幼儿初步的艺术兴趣和爱美观念; (2) 培养幼儿
学习描制简单的轮廓, 反映日常生活中的事物, 以发
展其想象力和创造力; (3) 培养幼儿运用双手的能
力, 使其懂得劳动是最崇高的道德, 以养成爱劳动、
爱护公共财物的习惯。显而易见, 这是前苏联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具体体现。至 1981 年发布的《幼
儿园教育纲要》, 把幼儿美术教育目标列为“在幼儿
观察物象的形状、颜色、结构等的基础上, 培养他们
用绘画和手工 (泥工、纸工、自制玩具等) 充分表现自
己对周围生活的认识和感受。初步培养幼儿对美术
的兴趣以及对大自然、社会生活、美术作品的美的欣
赏力。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发展手部
肌肉运动的协调性、灵活性, 初步掌握使用美术工具
及材料的技能”。较之前述目标, 这一论述要完善得
多, 它涵盖了多个方面, 对我国 80 年代的幼儿美术
教育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

其不足之处也逐渐显现出来: 对儿童的身心发展, 特
别是情感方面把握不够, 对美术本身的内在价值挖
掘得不够等。因而至 1989 年《幼儿园工作规程 (试
行)》在这方面作了强调说明, 把美育的目标定为“萌
发幼儿初步的感受美和表现美的情趣”, 这是一个较
为笼统的美育任务, 如何具体到幼儿美术教育领域
中, 尚不明确。

三、对今日幼儿美术教育目标的论述
布鲁姆 (B·S·BL oom ) 在《教育评价》中认为

教育目标是“教师所预期的学生的变化”。它提出了
儿童的发展方向和预定的教育结果, 即“尽可能使儿
童生来具有的某些具有积极价值的潜能得以发展,

同时去获得适应社会的知识、能力、品质, 消除不适
应社会发展的那些特质”(里德, 1956 年) , 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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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支配整个教育过程。其表述应具有两个特征:

它必须详细说明目标内容; 它应当用特定的术语描
述在教育后幼儿应能做以前所不能做的事。一般地,

按照教育目标实现的时间阶段和目标的具体不同可
分为不同层次: 终极目标、阶段教育总目标、不同发
展领域教育目标、具体教育活动目标。本文论述的中
心是幼儿美术教育领域目标, 它要受到教育总目标
(终极目标)和幼儿教育目标 (阶段教育总目标) 的制
约, 同时又对具体教育活动目标起指导作用。因此,

幼儿美术教育目标的确立至少要考虑到儿童的发
展、社会的需要和学科的性质三方面的因素。从儿童
的发展来看, 主要是生理的成熟与心理的发展, 前者
有小肌肉的发育与手眼协调能力的发展, 后者主要
是指认知、情感、技能的发展; 从社会需要来看, 现代
社会是飞速发展的社会, 其变化日新月异, 所以未来
社会所需要的是富有创造力和思维能力的、身心和
谐发展的人才; 从学科性质来看, 美术是一门造型艺
术, 形式美和独创性是它的本质特征, 在幼儿阶段,

其美术活动可以分为绘画、手工、欣赏三种类型。因
此, 从以上方面着手, 我们认为幼儿美术教育的总目
标应该是: (1)通过幼儿对周围环境和美术作品中美
的感受, 培养幼儿对美的敏感性; (2) 通过幼儿在美
术活动中自由自在的表达, 引导幼儿感受美术活动
的乐趣, 培养其审美情感的体验和表达能力, 促进其
人格健全和谐的发展; (3)通过幼儿对多种美术工具
和材料的操作, 培养其审美表现力和审美创造能力。

这一总目标具体到幼儿美术活动的不同类型
中, 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型目标。

绘画
(1) 引导幼儿初步学习多种绘画的基本技能和

方法, 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绘画习惯; (2) 使幼儿能
大胆地运用线条、色彩、构图初步进行创造性的表
现, 培养其绘画创造能力和创造意识; (3) 引导幼儿
体验绘画活动的快乐, 培养他们对绘画的兴趣。

手工
(1) 引导幼儿初步学习手工材料和工具的基本

使用方法, 培养良好的手工活动习惯; (2) 使幼儿能
大胆地塑造和制作不同形态的手工制品, 表现自己
的意愿; (3)帮助幼儿在塑造和制作活动中发展小肌
肉和手眼协调的动作; (4)引导幼儿体验手工活动的
快乐, 培养他们对手工的兴趣。

欣赏
(1)引导幼儿学习一些粗浅的美术知识, 了解对

称、均衡等形式美的初步概念; (2) 引导幼儿初步感
受周围环境和各种美术作品中造型、色彩、构图的情

感表现性; (3) 引导幼儿感受美术作品的内容, 使他
们了解美术作品如何表现现实生活; (4) 引导幼儿用
语言、动作、表情等表达自己对形式美和内容美的感
受, 培养他们对美的敏感和评价能力, 丰富其美感经
验; (5) 引导幼儿体验美术欣赏活动的快乐, 培养他
们的欣赏兴趣。

四、实现幼儿美术教育目标的内容体系
(简列)

绘画
11 学习多种绘画工具和材料的使用方法。例

如, 蜡笔、油画棒、彩色水笔、彩色铅笔、油画笔、毛
笔、水粉色、水墨、油墨、棉签、印章、铅画纸、宣纸、白
报纸等等。

21 学习用线条、色彩、构图来表现自己的生活
感受和想象。例如, 命题画 (物体画、情节画)、意愿
画、命题意愿画 (含装饰画)。

31 学习正确的绘画姿态、握笔方法和集中注意
完成作品等良好的绘画习惯。

手工
11 学习多种手工工具和材料的使用方法。例

如, 点状材料的粘贴、串等; 线状材料的粘、贴、缠绕
等; 面状材料的粘贴、撕、剪、折等; 块状材料的粘贴、
塑造、切割、组合等。

21 学习塑造和制作不同形态的手工制品来表
现自己的意愿。例如, 平面与立体的玩具、礼物、布置
环境的装饰物、演出的道具等。

31 在塑造和制作活动中, 学习锻炼自己的手部
肌肉和手眼动作的协调和灵巧。

41 学习干净、整洁、有序等良好的手工活动习
惯。

欣赏
11 学习欣赏和评价幼儿可理解的各种美术作

品、自然景物和周围环境的造型、色彩、构图所表现
的对称、均衡等形式美。

21 学习欣赏和评价幼儿可理解的各种美术作
品、自然景物和周围环境的内容美。

31 学习用语言、动作、表情等表达自己的审美
感受。

41 学习安静地、集中注意观察、欣赏的良好习
惯。

(本文中幼儿美术教育的类型目标是由
南京幼师的汝茵佳老师、南京市三幼的黄国
珍老师和本文作者共同研究而定。)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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