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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九章，主要内容包括：文化、民间文化与课程；浙江民间文化的内涵及文化学分析；浙江
民间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的价值分析；浙江民间文化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的构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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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春燕，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基本理论，幼
儿园课程与教学论。近几年出版学术著作5部，在《教育研究》、《全球教育展望》、《学前教育研
究》、《幼儿教育（教科版）》等杂志上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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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浙江民间儿歌
  二、浙江民间儿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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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进行有效的师资培训
    （四）邀请家长参与活动过程、与幼儿园合作开展民间音乐活动
    （五）组织开展多样化活动
第九章  浙江民间美术幼儿园课程资源的开发
  一、浙江民间美术的内涵
    （一）民间美术
    （二）浙江民间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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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浙江民间美术的分类
    （二）浙江民间美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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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筛选适宜本园的浙江民间美术课程资源
    （四）设计浙江民间美术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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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幼儿园民间文学教育的方法　　牟群英提出了民间故事的实施方法，包括：第一，要重视精选
作品。第二，教师要善于讲述和朗读。第三，巧提问，诱发讨论兴趣。第四，创设情境，表演故事。
第五，编构故事活动。①　　张小永在《幼儿民间文学教育方法初探》-文中提出了幼儿园进行民间文
学教育的方法。第一种是讲述和朗读，即先把童谣、儿歌等以故事的形式给儿童讲述，让儿童对童谣
描述的景象有了比较生动的了解后对童谣等更易接受；第二种是提问，提倡教师多采用皮亚杰式的提
问方法。第三种是示范，指教师亲自表演、以身示范，为儿童提供学习典范。第四种是游戏法，教师
可根据文学作品中反映的内容通过表演游戏、接龙游戏、看图说话等形式增加民间文学作品学习的情
趣。此外还有评价法、直观法、置换法、结构法等。　　6.幼儿园民间文学教育的环境创设　　刘娟
、唐茸等人在《民间艺术教育环境的创设与利用》一文中将民间文学教育的环境分为两类：一类是服
务于幼儿园开展的具体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而进行的环境创设；一类是供儿童自发、主动欣赏的环境
，具体的形式有如壁画走廊、艺术品陈列室、文学角等。并对环境利用的原则进行了探讨：首先是环
境利用的渗透性原则。在一日生活各环节中，注重利用民间文学环境进行渗透性的教育，如在课间休
息、餐后散步时间时引导儿童共同欣赏壁画上的民间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的嫩芽慢慢地渗进孩子们
的心灵。第二是渐进性原则，根据儿童年龄特点和教学活动要求，要注重引导儿童不断深入地利用环
境进行民间文学活动的探索与实践。　　赵玉兰在其《走进民间艺术世界--幼儿民间艺术教育活动设
计》-书中对民间文学教育环境创设的目标及其原则进行了探讨。幼儿园应确定民间文学教育物质环境
创设的总体目标，即“让幼儿园环境成为民族意识放大了的教科书”。具体来说，主要目标如下：第
一，营造出浓郁的民间文学氛围，促进儿童在环境中获得丰富的审美体验，提高儿童对民间文学作品
蕴涵的美的感受力和表现力。第二，引发、支持儿童与民间文学教育环境之间积极的相互作用，使儿
童在与民间文学教育环境的互动中建构自己的认知能力、情感经验，实现与环境的有效互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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