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识
、

领会
、

运用
、

分析
、

综合
、

评

价六个层次 ; 而知识这一层次

又分成三小类
,

如具体的知识
、

处理具体事物 的方式方法的知

识
、

学科领域 中的普遍原理和

抽象概念的知识
。

这种分类的

特点是
“

一种对学生行为的分

类
,

而这些行为代表 了教育过

程所要达到的结果
” 。

但是正如有的学者对布鲁

姆的 目标分类学所提出的意见

那样
:

学习可以说是不 同领域

的融合
,

很难人为地分割成三

个领域 ; 即使领域的概念确立
,

认知
、

情感
、

动作技能这三个领

域是否能全面
、

充分地反映心

理结构 的成分和学 习的性质还

有待讨论
,

况且每一层次 目标

都含有理解 的成分
。

那么
,

尤其

对于像音乐这样充满智慧和灵

性的艺术学科
,

对于以萌发学

生对音乐美 的感受和表现为己

任 的幼儿音乐教育
,

如何在认

知
、

情感
、

动作技能这三个维度

上 凸现 感受 和 表现 的教育 内

涵
,

如何突出音乐教育作 为艺

术教育
、

审美教育
、

情感教育与

科学教育
、

知识技能教育的显

著区别与优势
,

如何显示音乐

艺术 自身的学科特点与规律
,

如何在体现操作性的同时克服

繁琐与简单化的倾向
,

就非常

值得研究与推敲
。

对教育 目标进行分类可 以

使我们 在教 育过 程 中有更 清

晰
、

更明确的指 向性
,

同时也可

以 引导我们去注意一个教育过

程可能对幼儿产生的多方 面的

教育影响
。

但是
,

没有一种十全

十美的理论框架能够囊括所有

的教育因素和心理因素
,

所 以

我们只能依据我们所持有的教

育价值与教育信念来进行取舍

和扬弃
。

幼儿教育常用的 目标分类

法 还有 以儿童 发展 进 行分类

的
,

把
“

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

的

教育 目的分解成能力培养的三

个方面
,

将艺术纳人认知经验

和操作经验的范畴
。

但是从音

乐教育作为艺术教育
、

审美教

育
、

情感教育所应有 的特殊性

和具有的特殊功能来看
,

我认

为
,

音乐教育确实在某种程度
、

某种意义上含有认知和操作经

验的成分
,

但是音乐教育归根

结底必须隶属于艺术教育
、

审

美教育
、

情感教育
,

而不是认知

教育
、

操作经验教育
,

或其他任

何内容与形式 的教育
,

必须首

先使音乐作为艺术学科的地位

和特性得到充分的肯定
。

只有

在充分体现与尊重音乐艺术特

殊性的基础上
,

音乐教育才有

可能在整个幼儿教育体系中发

挥其不可替代的
、

独特 的和应

有的作用
。

当我们讨论任何有

关幼儿音乐教育 的问题时
,

都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

我们所谈

论的是幼儿音乐教育而不是一

般的幼儿教育或语言教育及其

他教育
。

当然
,

我们也必须同时

意识到
,

我们是在幼儿教育的

大前提下谈论幼儿音乐教育而

不仅仅是在谈论音乐艺术或专

业音乐教育
。

在 这一 思 想 原则 的指导

下
,

根据 《幼儿园工作规程 ))对

幼儿美育 目标的规定—
“

萌

发幼儿初步感受美和表现美的

情趣
” ,

根据现代幼儿教育理论

对教育的主体

—
幼儿学习经

验的重视与关注
,

即强调儿童

是在主动地与环境 中各种 因素

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学习和发展

的
,

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的学习

主要以行动为向导
,

而不是以

文字符号为向导
。

这就是说
,

直

接参与的经验是幼儿学 习的必

备要素
,

那么
,

幼儿教育就应该

以真实的经验和真实的事件为

基础
,

尽可能给予幼儿动手操

作
、

直观观察和亲身体验的机

会
,

让他们获得亲身的经历和

体会
,

并能用 自己 的方式表达

事情 的发生
、

过程与结果
。

这样

的学 习对幼 儿才是 最有 意 义

的
。

重要 的是让幼儿亲 自去
、

去

感受
、

去体验
,

所有学龄前儿童

的学习活动都必须建立在对物

体操作 的主动与互动经验的基

础之上
。

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
,

我们将幼儿音乐教育 目标表述

如下
:

一
、

培养幼儿参与歌唱
、

韵

律活动
、

倾听等幼儿园各种音

乐 活动形式的兴趣与热情
,

使

幼儿在亲身参与的音乐实践活

动中获得音乐能力
,

以音乐能

力的发展来进一步巩固和激发

幼 儿 对 音 乐 活 动 的 兴 趣 与

热情
。

二
、

教给幼儿感受和表现

音乐美 的方法
、

手段与途径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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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通过必要的音乐知识与技

能
,

即通过音乐本身所特有的

路径走向对音乐美 的感受与表

现而不仅仅停留或结束在音乐

的知识与技能上
。

三
、

使幼儿以一种 自我肯

定的
、

创造性的态度去对待音

乐的感受与表现
,

并有能力 以

声音
、

节奏为手段去表现他所

感受到的音乐和情感
。

四
、

积累一定数量的音乐

作 品
,

能够富有热情
、

富有表现

力和创造性地进行表演
。

这是幼儿音乐教育 的总体

目标
。

一般说来
,

目标的表述方

法与 目标 的层次是 相联系的
,

长远目标 的表述比较概 括
、

抽

象
,

所指范围较广
,

所期望的教

育成果是不易观察到或测量到

的
,

但是它对教师 的教育行为

和幼儿的学习行为在价值或方

向上都起着重要 的指导作用
,

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它对内容

选取和教育过程重点所内含的

质的规定性
。

中期 目标从方向

或价值取向来看
,

应与长远 目

标保持一致
,

而且应更具体一

些
,

还应说明在一定时期 内所

期 望 的教育成果 可 以 达到 的

程度
。

教育目标的层级越接近于

教育实践
,

其表述的内容越具

体可操作
。

也就是说
,

每一个具

体音乐教育活动 目标 的表述就

必须非常具体
,

它所期望的音

乐教育成果基本上应 当是可 以

观察到或测量到的
。

这种 目标

表述的方法
,

通常称之为
“

行为

目标
” ,

是一种 可以由幼儿的具

体行为来评估 的 目标
,

也就是

把教师认为重要 的某项行为加

以清楚地确定
,

它 的最根本的

特点就是在 目标 中所表述 的行

为是教师能够观察到的和测量

到的
。

行为 目标在幼儿教育教

学活动 中运用得最 为普遍
,

是

每个教师在设计音乐教育活动

时必须考虑并能够用文字来加

以准确表述 的
,

也是每个幼儿

教师必备的教育技能之一
。

行

为 目标 的叙述主要包含三个要

素
:

(一 )表现
。

这是期望幼儿能

够做到的行为表现
,

可以描述

幼儿做的结果或产物 ;( 二 )条

件
。

这是行为表现所需要的条

件或背景
,

比如处理 问题的环

境 (在家中
、

教室
、

活动区
,

书写

或 口述 )
,

或处理 问题的方法 ;

(三 )标准
。

这是指衡量幼儿行

为表现可接受 的程度
,

如幼儿

能成功地处理问题的数 目
、

百

分比
,

或是规定行为产生的时

间范围
。

行为 目标 的表述方法以其

具体
、

明确
、

易操作的特点
,

在

课程与教育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中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
,

它可

以使从理论中确立的教育 目的

通过教学实践来实现
,

鼓励教

育者把以往隐蔽 的教育价值明

显地表达出来
,

为教学手段的

选择提供指引
,

为评价提供合

理的基础
。

适当地应用行为 目

标
,

可以帮助教师慎重地
、

深人

具体地思考哪些教学 目标是最

有价值的
,

从而做出有效的取

舍
。

但是由于行为 目标是针对

幼儿行为变化的教育效果的角

度来叙述的
,

容易忽略一些反

映幼儿内在 品质变化的教育和

一些不可预测 的教育效果
,

容

易引起设计者和教师仅对幼儿

外显 的具体细微 的行 为 的关

注
,

而忽视一些真正重要的教

育成果
。

这种预先界定的外显

目标
,

还有可能妨碍教师利用

教室中偶发的教育机会
,

容易

引导 教 师单纯 地追求教学 结

果
,

而忽略教学过程
。

尤其对于

像音乐这样 的艺术科 目
,

辨别

可测量 的幼儿行为非常 困难
。

因为有时候音乐带给人们情感

上的体验和感动不是很容易通

过外显 的行为特征所能观察和

测量的
,

而这种 内心深处的情

感打动又恰恰是最具有教育价

值的
。

因此
,

我们在运用行为 目

标的叙述方式确定幼儿园音乐

教育的具体活动 目标时
,

对幼

儿在音乐行为方面的表现与期

待不能太机械
、

太刻板
,

而是应

当理解得更为宽泛
、

灵活一些
,

不要把活的音乐
、

把充满活力

的孩 子 的音乐 活动 给 限制死

了
。

正像郭声健博士所指 出的
:

“

真正的艺术 教育不同于其他

教育的一个最鲜明 的特点是
:

与教育结果相比
,

其教育过程

更能给人以快乐和享受
。 ”

我们

期待于幼儿 的音乐行为和活动

正应该来 自于这充满了快乐和

享受 的音乐教育过程
。

王璐颖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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