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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美术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内容概要

《幼儿美术教育的创新与实践》系北京市第二批“园本课程理论与实践探索丛书”，共25本，真实记
录了北京市关于园本课程开发与研究、园本教研制度建设的现阶段进展。每《幼儿美术教育的创新与
实践》稿都凝结了各园所多年来付出的劳动和心血，是长期研究、探索、实践的生动展现和经验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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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幼儿园美术教育概论第一节 幼儿园美术教育的特点及其对幼儿身心发展的价值一、幼儿
园美术教育的特点二、幼儿园美术教育对幼儿身心发展的价值第二节 3～6岁幼儿美术教育体系的建构
一、幼儿美术教育的总体目标二、幼儿美术教育的内容要求三、幼儿美术教育的评价要点四、幼儿美
术教育的实施原则第三节 幼儿美术教育的途径一、幼儿园美术教育二、家庭美术教育三、社会美术教
育第四节 幼儿园开展美术教育的保障一、制度保障二、师资保障三、物质保障第二章 幼儿绘画活动
的组织与实施第一节 各年龄班幼儿绘画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一、3～4岁幼儿绘画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二
、4～5岁幼儿绘画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三、5～6岁幼儿绘画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第二节 各年龄班幼儿绘画
活动案例案例一：彩条的舞蹈（小班绘画）案例二：美丽花朵（中班线描画）案例三：落叶（大班线
描画）案例四：一根线（大班线描画）案例五：美丽的烟花（中班油水分离画）案例六：蝴蝶（大班
对称印画）案例七：手型创意画（中班）案例八：&ldquo;热闹的运动会&rdquo;（大班绘画）第三章 
幼儿泥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第一节 各年龄班幼儿泥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一、3～4岁幼儿泥工活动的组
织与实施二、4～5岁幼儿泥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三、5～6岁幼儿泥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第二节 各年龄
班幼儿泥_T活动案例案例一：紫葡萄（小班泥工）案例二：连环画《小蝌蚪找妈妈》（大班泥工）第
四章 幼儿纸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第一节 幼儿折纸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一、3～4岁幼儿折纸活动的组织与
实施二、4～5岁幼儿折纸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三、5～6岁幼儿折纸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第二节 幼儿撕纸活
动的组织与实施一、3～4岁幼儿撕纸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二、4～5岁幼儿撕纸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三、5
～6岁幼儿撕纸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第三节 各年龄班幼儿纸工活动案例案例一：《甜甜的西瓜》（小班
剪纸）案例二：有趣的剪纸（中班）案例三：连环画《小红伞》（大班剪纸）案例四：好吃的面条（
小班撕纸）案例五：可爱的金鱼（中班撕纸）案例六：青蛙妈妈（中班撕纸）案例七：蚂蚁（大班撕
纸）案例八：冰激凌（小班折纸）案例九：小猴爬山（中班折纸）案例十：小燕子（大班折纸）第五
章 幼儿手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第一节 幼儿废旧材料制作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一、废旧材料的概念二、
废旧材料的分类三、培养幼儿学习废旧材料制作的有效方法四、幼儿废旧材料制作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第二节 各年龄班幼儿废旧材料制作活动案例案例一：纸盒制作楼房（大班美术活动）案例二：小小设
计师（中班手工活动）案例三：风铃（小班手工制作活动）附录浅谈幼儿美术活动中的环保教育在美
术活动中培养幼儿的美感在美术活动中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在美术活动中促进幼儿个性的发展儿童线描
画技法的指导需要&ldquo;独具慧眼&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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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幼儿园美术教育对幼儿身心发展的价值　　第一，美术教育给予幼儿充分的自我表达和宣泄
情感的机会。幼儿美术活动的能力是在大胆表现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鲁斯和伊莱恩认为，美术是儿
童作为情绪的一种表现。当情绪激动、思想纷乱时，儿童常发现创作一幅情绪强烈的主题画往往比用
语言描述它更容易，更令人满足。儿童以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内向交流，避免了为让别人明白而解释细
节的麻烦。　　第二，美术教育顺应幼儿个性的自然发展，促进其自我成长。赫伯&middot;里德指出
：&ldquo;教育的目的在于启发培养人的个性，顺应幼儿自然本性的发展。&rdquo;美术教育是表现内
心的艺术，幼儿通过视觉艺术这一形式来表达个人的感受，从中体验到快乐、成功、确定自身内在的
本质和价值。美术活动为幼儿提供了自我表现的最佳形式。教师应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利用现有
的课程，创造性的教学形式，在尊重幼儿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尊重每位幼儿的
这项权利，并给予其被承认的快乐，使幼儿增进自我了解，加强自我肯定，从而促进其自我成长。　
　第三，美术教育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力，提升幼儿审美情趣。幼儿看待事物有其独特的视角，美术
活动能引导幼儿学会发现美、感受美和表现美。教师支持、引导幼儿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
术中的美，能使幼儿的审美能力逐渐得到提高。　　幼儿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带有先天直觉性，虽然这
种直觉感受还很幼稚、肤浅，但是却已蕴藏了初步的审美意识。他们喜欢色彩鲜艳、形象夸张的事物
。我们可利用周围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打动幼儿的心灵，如：利用自然界、社会生活中的美好
事物向幼儿进行美的启蒙，并为幼儿创设一个充满艺术美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使美的感受得以深化，
演化为自身对美的事物的追求与表现。并通过各种不同的美术活动，使幼儿把自身对美的体验和真实
情感倾注在艺术创作之中，从中体味现实生活的美好，这个创作的过程对幼儿来说是快乐无穷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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