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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幼儿的学习是综合的、整体的。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应依

据幼儿已有经验和学习的兴趣与特点，灵活、综合地组织与安排各方面的教育内容，使幼儿获得相对

完整的经验。在各大领域教育中，幼儿园艺术教育最需要以整体和综合的形式开展教学。为此，幼儿

园可以从主题要素出发，把握艺术整合活动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从幼儿发展状况入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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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发挥各种艺术形式的教育价值。在具体教学中，笔者以为幼

儿园艺术整合活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组织。

一、从主题目标上寻找整合切入点，构建艺术活动整合的方式

实施整合的艺术教育活动的关键是确定各种艺术形式的整合切入点。所谓整合切入点即探讨整合

什么，在哪些环节上进行整合。[1]找准了切入点，能最大程度地优化教学过程的各环节。目标的设置是活

动设计的首要环节，决定着过程的设计与开展，同时也影响着活动的结果。主题目标是每一节活动的教

学过程得以开展与实施的关键因素，它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目标。在目标整合上，幼儿园应从

主题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目标入手，探寻艺术活动间的共同体，通过整合引导幼儿用不同的艺术

形式去表达感受，进一步深化主题活动的价值，构建艺术整合课程，促进幼儿和谐全面发展。
（一）从主题的知识目标切入，重视音乐的动态造型和美术的形体造型之间的联系

主题的知识目标体现为一个主题在知识结构上的系统性，包括事物的特点、外形特征、功用等。[2]充

分把握主题知识目标的各要素，从最容易感知的“型”入手，使不同的艺术形式都成为幼儿深入认知主

题的途径，可以帮助幼儿更好地感受、理解与掌握知识点。如在“斗鸡”的主题活动中，围绕认识“民间斗

鸡”这一游戏形式，教师可以引导幼儿用身体自由地表现斗鸡的各种动态造型，再尝试用泥塑、绘画等

形式再现各种造型的斗鸡形态。幼儿在表演斗鸡的舞蹈和制作斗鸡的舞谱中，往往可以激发起勇于拼

搏的精神，体验创造舞蹈造型和泥塑造型的乐趣，从而有助于发展自己的表现力和创造力。
（二）从主题的能力目标切入，在体验中理解音乐的乐曲结构和美术线条之间的联系

［摘 要］ 幼儿园艺术整合活动是一种符合幼儿认知规律的教学组织形式。幼儿园艺术活动可以在

主题目标上寻找整合切入点，重视音乐与美术之间的联系；在活动开展中确定整合手段，形成整合模式，

并在环境创设中发现整合的创新点，如可以在音乐活动中融合绘画，在美术活动中融合表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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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能力目标为在主题活动中提升幼儿发展的能力水平设定了基本标准。如在“化蝶”主题活

动中，可以让幼儿在表现蝴蝶的姿态中理解乐曲的曲风；在用国画的方式表现蝴蝶中进一步感受蝴

蝶共舞的美丽姿态；在理解乐曲和感受弧线的整合活动中，掌握蝴蝶共舞的动作，同时提高幼儿运用

国画弧线的技能，进一步丰富幼儿对蝴蝶特征的认知，增强幼儿对蝴蝶这一主题的艺术表现力，实现

音乐欣赏与美术创作的整合。
（三）从主题的情感目标切入，在感受中体验音乐的旋律节奏和美术的色彩构图之间的联系

情感教育目标一般包括以下内容：培养幼儿的社会性情感，提高其情绪情感的自我调控能力，帮

助他们对自我、环境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最终指向整体教育目标的完成和健

全人格的培养。如在“世界真美妙”的活动中，情感目标可以是着重让幼儿感受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为

此，教师可以将幼儿分成四组，第一组画小鸟在天空中飞翔的情景，第二组画小兔在草地上跳跃的情

景，第三组画熊猫在森林里散步的情景，第四组画小鱼在水里自由地游来游去的情景。在幼儿创作完

毕后，教师可以把这四幅国画作为图谱，进行歌曲教学，让幼儿在感受歌曲的节拍中体验环境保护的

重要性。这样的艺术整合形式有助于加深幼儿对歌曲的理解，提高幼儿的美术表征能力，让他们在身

临其境的环境中激发保护大自然的情感，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二、在主题活动开展中确定整合手段，形成艺术活动的整合模式

主题活动是在集体性活动中，以一个主题为线索，围绕主题进行的活动与交流。主题活动内容可

以有时侧重于音乐，有时侧重于美术，也可以进行两者的综合。[3]

（一）音乐活动中融合绘画

音乐活动的课型有舞蹈、欣赏、歌曲、器乐演奏等。在主题活动中，在围绕一种音乐活动形式开展

时，教师可以巧妙地在其中整合绘画的方式，开展有效教学。如在主题为“化蝶”的音乐欣赏活动中，

教师可以运用水作颜料，随着乐曲的铺开，用国画的形式表现蝴蝶飞舞的情景，同时让幼儿随着乐曲

用身体动作的形式表现蝴蝶共舞的音乐形象。这一系列音乐活动的开展因为融入了绘画方式，有助

于儿童更直观地感受乐曲所要表达的音乐形象，从而有助于推动活动开展和活动目标的达成，体现

艺术教育的多种形式，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二）美术活动中融合表演

美术活动的形式有绘画、泥塑、手工等。在主题活动开展中，基于一种美术活动，加入表演的方

式，不仅可以推动活动开展，而且能使幼儿多方面的能力获得发展。如在“漂亮的发型”的美术活动

中，可以让幼儿在制作各式各样的发型的基础上，组织“发型发布会”的表演活动。幼儿在制作发型的

美术活动和展示发型的表演活动中，不仅促进了多方面表现力的发展，而且培养了自信心。手工活动

与表演活动的整合有利于挖掘幼儿的艺术潜能，激发幼儿的表演兴趣，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三）主题活动中融合艺术表征延伸方式

主题活动一般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内容逐环节地深化幼儿的感知与体验。如在“我有一双小小手”
的教学活动中，围绕“小手”这一主题，教师既可以引导幼儿感受小手的名称、外形特征、作用等，还可

以让幼儿学习有关“小小手”的歌曲，并结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品德教育。具体来说，教师可以让

幼儿边唱歌曲，边用小手点画果子。手指点画即是“我有一双小小手”这一主题活动的艺术表征延伸

形式，可以让幼儿在玩中巩固对小手的认识，体验小手的功用，感受动手的乐趣。

三、在主题环境创设中发现整合的创新点

主题环境创设紧随活动主题开展的步伐，可以说主题开展到哪，环境就相应创设到哪。 [4]幼儿园

主题环境创设包括活动室空间的布置、自制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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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自制玩具中融入舞蹈造型要素

自制玩具是培养幼儿动手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幼儿园在组织幼儿布置主题环境时常用的手段

之一。在引导幼儿跟随主题，开展自制玩具的活动时，教师可以着重让幼儿在制作中学会表现玩具的

造型要素，体会玩具的美感和趣味性。如在“有趣的昆虫”主题活动中，教师就可以鼓励有的小朋友用

勺子、纸皮、木棍等材料制作小提琴和蜻蜓，然后展示蜻蜓舞琴的主题，表现昆虫作乐的情景；也可以

鼓励有的小朋友通过涂色、黏贴、剪裁等形式表现螳螂吹笛子的可爱形象。这些玩具凝聚着幼儿的智

慧，表达着幼儿的情感，实现了美术创作与舞蹈造型的完美结合，有助于发展幼儿的多元智能。
（二）在美术作品布置中融入音乐要素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幼儿园的空间、设施、活动材料和常规要求应有利于引发幼

儿的主动探索和幼儿间的交往。据此，幼儿园可以在美术作品的布置中融入音乐的要素，使其体现趣

味性和教育性。如在“飞舞的树叶”主题作品布置中，教师可以引导幼儿运用树枝、木头块等自然物再

现《树叶飘》这一歌曲的五线谱旋律，让幼儿在“飞舞的音符”中感受歌曲旋律的美，让幼儿在看一看、
谈一谈、唱一唱中体验美术创作的快乐。教师还可以变化歌唱的形式，从独唱到小组唱再到集体齐

唱，宏大动人的场面将展示艺术课程整合带来的良好教育效果，体现艺术课程整合的成功之处。
（三）在空间布置中融入情景表演要素

情景表演指创设一定情景，以表演艺术为中心，实现文学、美术、舞蹈等艺术形式的综合。如在

“金色秋天”主题活动的环境创设中，教师就可以组织幼儿布置“拍胸庆丰收”的故事表演情景，引导

幼儿通过黏贴、描画人物动作的形式，表现闽南人们丰收时热闹的场面，感受闽南艺术的精髓与文化

底蕴。在此基础上，幼儿还可以把创编的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在表演游戏时段表演出来。每一句话语、
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故事都能发挥环境整合的教育功能。

总之，艺术是幼儿的另一种表达认识和情感的“语言”，各种艺术形式的整合是时代进步的必然

要求和课程改革的必然结果。21 世纪的人类社会更趋于全球的一体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女子十二乐

坊这一乐队的形式就是在传统器乐合奏的基础上融入舞蹈表演。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艺术活动

整合不是艺术知识的简单累加，而是为了综合发展幼儿多方面的艺术能力，它有利于培养幼儿整合

的创新能力，促进幼儿全面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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