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艺术具有自然性、生活性和审美性的特征，幼儿园艺术教育应将教育性与发展性相

结合，自然性与生活性相结合，趣味性与审美性相结合。为此，幼儿园教师首先要深入理解艺术的内

涵，把握艺术教育活动的边界；其次应以艺术体验和感受为主，重视艺术教育的呈现形式；再次应重

视艺术教育的审美价值，为儿童审美能力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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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艺术教育活动都因为符合幼儿的

心理发展特征而在幼儿阶段普遍开展。但当前幼儿园艺术教育出现了两种极端：一是艺术教育活动

过于泛化，主题分散，似乎什么内容都可以名之为艺术教育活动；二是存在过于技能化倾向。这些问

题产生的根源都在于对艺术本身理解得不够透彻。

一、艺术及其基本特征

艺术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社会意识形态。[1]

可以说，艺术是人为的结果，但人为不是乱为，是循道而为。要理解这一点，可以从艺术的起源获得启

发。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社会劳动实践，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种反映。[2]艺术是人类特有

的活动，是在人类对象化的劳动过程中，通过人积极的意识活动产生的。不过，这一论述还不充分，因

为人类对象化的活动不仅产生艺术，而且产生其他各种劳动成果，如由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形

成的理论成果，就不一定属于艺术范畴，因此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将艺术界定为人类在实践活动中

通过积极的意识活动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思考并产生审美化的产物。具体来说，艺术有以下基本特征：

自然性。艺术是人为之物，但艺术具有深厚的自然性特征。[3]这是因为艺术是在人的对象化劳动

过程中产生的，其对象是自然存在物，这使得艺术的根基还是在自然存在物上。同时，艺术并不是人脑

对事物的歪曲反映，而是根据对象的自然本性，加上人类的主观意识产生的，或者说是不同时代的人

基于当时的历史文化基础对自然存在物进行的再创造。换言之，所有艺术品都天然具有自然的基因。
生活性。踪迹难觅的自然风光是迷人的，但那并不是艺术。对这些自然风光的再加工如照片则因

为人的介入而成为艺术。可见，艺术源于人们的社会劳动实践，而人们的社会劳动实践本身就是生活

的重要内容，这使得生活性是艺术的天然本性。脱离了生活趣味的艺术是没有生命力的，正是生活赋

予了艺术人的气息，艺术也才成为人类独有的产物。
审美性。艺术是人为的结果，产生的是符合事物自然本性或规律的文化形式，同时也是符合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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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特性的产品。艺术能够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激发人类社会的积极情感，因此并不是任何人类对象

化劳动的产品都可以成为艺术，只有那些深刻体现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时的创造性活动，能够唤醒

生命个体对美、善之事物的热情的文化形式，才可以被称之为艺术，可见审美性是艺术的重要特征。

二、幼儿园开展艺术教育活动的原则

（一）发展性和教育性相结合的原则

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的对象是儿童，儿童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不是所有的艺术形式、所
有的艺术内容都适合作为幼儿教育资源来加以利用。[4]幼儿园艺术教育应旨在成全儿童的生命，发展

儿童的个性，这就需要在艺术教育活动中以尊重儿童生命的独特性为前提，以引导儿童生命的自由

向度为归宿，这就需要达到以下两点基本要求：一是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应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

既要适合幼儿发展的需要，又要能够促进幼儿在现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二是所有的艺术形式都

应具有教育性，并不是任何艺术形式都可以用于教育，只有那些具有教育性、能够激发幼儿积极情感

体验的艺术形式才是适合幼儿教育的。
（二）自然性和生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因此艺术天然具有生活的基因，可以说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人

们对生活之中事物的超越和抽象，所有艺术形式都有一个生活的根，这个根即是原生态的生活，是人

们包括幼儿最基本的处境，而且这种处境是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个体周围的。幼儿园艺术教育既要引

导幼儿认识艺术的生活根源，并通过对生活根源的体验来理解艺术活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又要在

这种追寻中理解艺术的自然性特征，回到艺术的生活自然之中，并遵循“自然之道”获得对艺术的体认。
（三）趣味性和审美性相结合的原则

兴趣是幼儿最好的老师，幼儿对有趣的事物总是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只有符合儿童兴趣的艺

术才能引起幼儿的关注，进而发挥出其教育价值，包括夸张的造型、鲜艳的颜色、艺术形式中凝结的

故事等。与此同时，艺术是人类感受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重要形式，也是人类表达自己对周围世界

的认识和情绪的重要途径。[5]用于幼儿教育的艺术形式应该是有美感的，而不是低俗趣味的，应能开

启幼儿对美善事物的向往，唤醒幼儿对美善事物的兴趣，进而促进幼儿的精神发展。

三、幼儿园开展艺术教育活动的策略

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的开展必须充分考虑艺术的上述基本特征，结合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做出

科学合理的活动设计。[6]针对当前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幼儿园在安排和设计艺术领域教育活动时

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深入理解艺术的内涵，把握艺术教育活动的边界

长期以来，艺术教育一方面被理解为培养幼儿在舞蹈、音乐和美术等方面的欣赏和表现能力的

活动，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被广泛应用于幼儿园艺术教育中，同时夹杂着其他领域的教育

意图。这种窄化艺术教育和泛化艺术教育的极端倾向都不利于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的开展。《幼儿园

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了幼儿学习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主张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在尊重幼儿已

有学习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幼儿的学习兴趣灵活、综合地安排教育内容。这意味着幼儿园教育活动的

安排要注重幼儿完整经验的获得，而不是让幼儿获得一些碎片化的经验。由于艺术具有自然性、生活

性和审美性的基本特征，因此在设计和实施艺术教育活动时，教师虽然的确需要考虑整体和综合的

形式，但前提是理解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内涵，一方面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可以用于幼儿

园艺术教育，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艺术教育活动并不止于音乐、舞蹈和美术活动。幼儿园尤其要充分

挖掘与当地生产活动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艺术形式，围绕一定的艺术主题，把握艺术整合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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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实施过程，从幼儿发展状况出发，使一切教育因素形成一种促进幼儿和谐发展的统一关系，最

终达到运用艺术教育启迪幼儿心灵的目的，促使幼儿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和健全的人格。[7]

（二）以艺术体验和感受为主，重视艺术教育的呈现形式

幼儿以体验和触摸的形式理解这个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幼儿的精神性需求不强烈，恰恰相反，

幼儿的身体是其学习的手段，满足其精神性或情感性需要是幼儿教育最基本的内容。艺术作品中蕴

含着丰富的感觉材料和充沛的感情内容，并且很多时候超越了语言表达的界限。非语言的体验正可

以最大限度地扩展幼儿的欣赏视野和表达其个性情感。 [8]《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艺

术领域教育的关键在于为幼儿提供充分创造的条件和机会，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发幼儿对

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儿学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表现

和创造美。《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也指出幼儿园艺术教育要使幼儿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
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体验，由此

充分发挥艺术的情感教育功能，促进幼儿健全人格的形成。
（三）重视艺术教育的审美价值，为儿童审美能力的发展奠基

幼儿阶段是审美能力形成的重要时期，在幼儿阶段进行艺术启蒙教育对幼儿审美能力的培养具

有深远的影响。根据幼儿审美心理的研究成果，幼儿审美具有直觉性、情感性和行动性的特点。据此，

幼儿园艺术教育就应善于通过能引起幼儿兴趣的形式，直观呈现颜色、形状、声音、动作等美的内容，

由此激发幼儿内心的审美渴望和模仿行为，进而产生审美情感，为其一生的审美能力的发展和审美

生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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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ergarten Art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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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e， life and aesthetics. Kindergarten art education

should respect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bine with children’s life. First，teachers should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art and grasp the boundaries of art education activities. Second，they should focus on the
form of art education and give children chances to experience art. Third，the aesthetic value of art education
should be utilized to develop children’s aesthetic ability.

Key words：art，art education，aesthetic ability

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