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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艺术教育》

内容概要

《全国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规划教材: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美术分册+音乐分册)》以能力培养为核心
，注重案例分析，加强技能训练。《全国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规划教材: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美术分
册+音乐分册)》密切结合高职学生的学习特点，关注学生的兴趣和经验，给学生充分的创造性思维空
间和实践空间，突出学生岗位职业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全书包括音乐、美术两个分册。 
音乐分册分六个单元，包括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概述、学前儿童唱歌活动的设计与指导、学前儿童韵律
活动的设计与指导、学前儿童音乐欣赏活动的设计与指导、学前儿童打击乐活动的设计与指导、学前
儿童音乐教育活动教学案例评析。 
美术分册分五个单元，包括学前儿童美术教育概述、学前儿童美术教育活动的原理与设计、学前儿童
美术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统整、学前儿童美术教育活动的实施、学前儿童美术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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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单元一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概述【学习目标】【基础理论】一 美术与学前儿童美术二 学前儿童美术能
力的发展三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实践活动】【拓展阅读】单元二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活动的原理与设
计【学习目标】【基础理论】一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活动的目标二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活动的内容【案
例评析】案例一 小班美术欣赏：《红太阳吞噬蜘蛛》案例二 绘画活动：《悯农》案例三 手工活动：
树叶拼图【实践活动】【拓展阅读】单元三 学前儿童美术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统整【学习目标】【基础
理论】一 学前儿童美术课程与其他课程统整的原理二 统整学前儿童美术教育活动的基本思想三 学前
儿童美术活动与其他领域课程统整的内容与要求【案例评析】美术与音乐的统整案例一 小班音乐：有
趣的叫声案例二 中班音乐：十个小印第安人案例三 大班音乐：秋天多么美案例四 梦幻王国美术与健
康的统整案例一 小班健康活动：小动物做早操案例二 中班健康活动：奇妙的落叶案例三 大班健康活
动：玩线案例四 美术活动：水果造型案例五 延伸活动：水果篮子案例六 美术活动：五彩花园案例七 
延伸活动：小鸟飞飞美术与语言的统整案例一 小班语言活动：树婆婆与鸟娃娃案例二 中班语言活动
：七色花案例三 大班语言活动：“妙妙”和“喵喵”的信美术与科学的统整案例一 小班科学活动：
饮料瓶变变变案例二 中班科学活动：雪有什么用-案例三 大班科学活动：纸的力量案例四 蝴蝶案例五 
延伸活动：猪猪宝贝案例六 手拉手去郊游案例七 延伸活动：打伞美术与社会的统整案例一 小班社会
活动：小鸟的家案例二 中班社会活动：独自在家的时候案例三 大班社会活动：会说话的标记【实践
活动】【拓展阅读】单元四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活动的实施【学习目标】【基础理论】一 学前儿童美
术教育活动实施的原则二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活动实施的一般方法三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活动的设计要
点【案例评析】案例一 漂亮的窗帘案例二 鸡与蛋案例三 丰子恺爷爷的画案例四 纸杯花案例五 凉鞋展
览会案例六 延伸活动：漂亮的太阳帽案例七 自画像案例八 延伸活动：我的朋友【实践活动】【拓展
阅读】阅读提高学前儿童美术教学活动效能的若干尝试单元五 学前儿童美术教学评价【学习目标】【
基础理论】一 学前儿童美术教学活动评价的作用二 学前儿童美术教学评价的原则三 学前儿童美术教
学评价的方法四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活动评价的内容【案例评析】案例一 “春天的花圃”案例二 中班
、大班儿童美术评语范例【实践活动】项目一 校内模拟教学项目二 教育实习【拓展阅读】阅读一 对
学生艺术进步的评价阅读二 美术作品评价中幼儿话语权的回归与重拾阅读三 如何合理把握评价对象
和评价时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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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美术起源于“巫术”。此种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
。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最早提出艺术起源于“巫术”的理论主张。他认为，原始人思维的方式
同现代人有很大的不同，对原始人来说，周围的世界异常陌生和神秘，令人敬畏。原始人思维的最主
要特点是万物有灵，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在原始人看来都是有灵的，并且都可以与人交感。英国著
名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原始部落的一切风俗、仪式和信仰，都起源于交感巫术。人类最早是想用巫术
去控制神秘的自然界，这显然是办不到的。于是，人类又创立了宗教来求得神的恩惠。当宗教在现实
中也被证明是无效时，人类才逐渐创立了各门科学，以此来揭示自然界的奥秘。艺术的产生最初确实
是与巫术有密切联系的，但艺术起源于“巫术”的理论又并不准确，因为原始时代的巫术活动是直接
和当时人类的生产劳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原始的艺术活动虽然具有明显的巫术动机或巫术目的，但
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早期认识水平
低下的情况下，人们无法把握自身，更无法支配自然界，于是原始人便寄托于巫术，使得巫术与原始
社会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劳动都有了密切的联系。因此，无论是艺术的起源，还是巫术的起源，最终还
是应当归结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5）美术起源于“劳动”。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
理论，是认为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19世纪末以来，在欧洲大陆许多民族学家与艺术史家中，艺术起
源于“劳动”的理论就广为流传。希尔恩在《艺术的起源》中曾经论述过艺术与劳动的关系；俄国普
列汉诺夫在《没有地位的信》中，通过对原始音乐、原始歌舞、原始绘画的分析，以大量人种学、民
族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文献证明，系统地论述了艺术的起源及其发展问题，并且得出了艺术发生于
劳动的观点。恩格斯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为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
们的影响下，动物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了人的脑髓”。总之，美术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美术的
产生经历了一个由实用到审美，以巫术为中介、以劳动为前提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其中也渗透着人
类模仿的需要、表现的冲动和游戏的本能。美术的发生是多元决定的，其中，巫术说与劳动说更为重
要。从根本上讲，美术的起源最终应归结为人类的实践活动。事实上，巫术在原始社会中同样是人类
的一种实践活动。归根结底，美术的产生和发展来自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美术是人类文化发展历史
进程中的必然产物，美术的起源应当是原始社会中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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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美术分册)》为全国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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