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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应高等教育出版社约稿，撰写了《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一书，该书于2008年出版。
当时，高等教育出版社正拟出版“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活动”系列教材，期望能以《幼儿园教育活动设
计与实施》一书的构架编写和出版该系列的教材，使读者在学习了“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的
基本原理后，能比较容易地把握“幼儿园各领域（学科）教育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我认为编辑们这样的思路是很有道理的。
在我国，曾经出版过许多种类的“幼儿园各领域（学科）教育与活动设计”的教材，教材的撰稿者往
往是独立编写、自成系统的。
这种编写方式的长处是，编著者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不必拘泥于与其他同类教材
之间的关系。
这种编写方式的短处是，编著者各自为政，各相关教材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使读者很难从学习中把握
幼儿园各领域（学科）教育与活动设计的共同规律，也较难理解如何将各领域（学科）教育活动整合
成一体。
幼儿园各领域（学科）教育与活动设计之间，既不完全相同，又不无紧密联系。
在充分权衡利弊得失之后，高等教育出版社决定组织编写和出版一套与以往同类教材不同的教材，可
谓是别具匠心。
笔者从事“幼儿园课程”这门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已达20余年，在这段经历中获取了诸多的经验和体会
，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一书，是有点心得的。
这次，应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邀请，协助他们编写和出版“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活动”系列教材，期望能
给编者和读者带来较大的益处。
我期望各册教材的编者能以基本一致的构架编写不同领域（学科）教育与活动设计的教科书；同时也
能保持每个领域（学科）教育与活动设计自身的特点，以及每个编者自身的写作风格。
我期望这套系列教材的读者，能在学习了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有效地、省心省
力地把握各领域（学科）教育与活动设计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整体地把握教育活动设计与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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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幼儿园音乐教育与活动设计》主要内容包括音乐与幼儿音乐、幼儿音乐能力的发展、幼儿园音
乐教育、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设计的原理、幼儿园不同结构化程度音乐教育活动的设计、幼儿园音乐
教育活动与其他教育活动的整合、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实施原理、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
、幼儿园音乐教育评价等。
　　《幼儿园音乐教育与活动设计》主编从事幼儿音乐教育领域的科研工作已近40年，参与《幼儿园
音乐教育与活动设计》编写的作者也都是具有多年中师、高师幼儿园音乐教学法课程教学经验的中青
年教师，因此，本教材凝聚了幼儿园音乐教育教学领域中丰富多彩的个人经验和团队智慧。
《幼儿园音乐教育与活动设计》不仅适合学前教育专业的本、专科学生使用，也适合学前专业工作者
研究和幼儿教师职后教育培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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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状况的评价三、对幼儿学习能力发展状况的评价四、对幼儿个性社会性发展状况的评价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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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游戏起源说德国美学家席勒认为劳动实践唤起感性冲动与理性形式冲动的结合并不能产
生艺术，只有无目的而产生的游戏冲动，才是艺术美的起因。
而这种在游戏冲动中获得的自由快感，才是音乐起源的基础。
心理学家斯宾塞也认为：“音乐起源于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过剩精力的发泄，是对力量的一种非自然的
学习。
”（四）呼喊说当相距较远的人们互相呼唤时，那呼唤的声音有更多的可能形成音乐。
关于呼唤声作为歌唱的起源，在现实民间音乐中依然能看到痕迹。
比如甘肃、青海一带的高腔花儿，旋律中有鲜明的呼唤性音调。
关于音乐的起源还有其他的很多猜想和学说，但无论音乐的起源是什么，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因素。
事实上，音乐的起源有很多因素。
这些因素对音乐的起源各有推动，同时各种因素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交织在一起，起着相互促进的
作用。
三、音乐的主要特征（一）音乐是声音的艺术音乐是以声音为其表现手段的一种艺术形式，音乐意象
的塑造，是以有组织的音为材料来完成的。
音乐是“凭借声波振动而存在，在时间中展现，通过人类的听觉器官而引起各种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
的艺术门类。
”①音乐的声音是非自然性的，是通过人的创造性艺术活动创造出来的音响，无论是一首简单的歌曲
，还是一部宏大的交响乐，它们都渗透着一种创造力。
构成音乐意象的声音，是一种有组织、有规律的和谐的音响，包括旋律、节奏、调式、和声、复调、
曲式等要素，总称为音乐语言。
音乐作品中所发出的声音是经过音乐家精心创作出来的，音乐要表现自然界与社会的事物、事件，就
要靠音乐手段的模仿、象征、暗示，并要靠人们听到音乐后对事物、事件联想与想象才能实现。
由于听觉感受到的音乐信息是非语义性的，也就使得音乐对现实的反映比较间接。
因此，音乐艺术因为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所以对听觉有一定的要求，敏锐的音乐听觉的获得既需要
先天的条件，又需要后天的训练，而音乐教育是培养音乐听觉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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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第一次使用“不同结构化层次”的思路来组织“幼儿园音乐教育与活动设计”的内容。
这种组织思路既有助于学前教育专业的本专科学生和刚进入幼儿园工作的新教师更为迅速地掌握最基
本的“较高结构化”的音乐活动设计、指导程序及方法，也有助于有一定经验的教师依托“较低结构
化”的设计指导思路，更好地审视和拓展自己的音乐教学视野——为幼儿的自主学习、自主发展创造
更为宽阔更为自由的平台。
本书的第一、第二、第九章由西安文理学院许蕾老师撰写，第三、第四章由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程
英老师撰写，第六章由长沙师范学校崔红英老师撰写，第八章由成都大学孙霞、黄曦老师撰写，第七
章由崔红英与孙霞两位老师联合撰写。
这些来自全国不同院校的作者都是具有多年中师、高师幼儿园音乐教学法课程教学经验的中青年教师
，因此，本书中凝聚了幼儿园音乐教育教学领域的丰富多彩的个人经验和团队智慧。
编写团队尽了努力，希望本书能够体现中国目前本领域的最前沿的发展水平，还希望书中提供的观点
和内容能够真正帮助读者提高音乐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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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音乐教育与活动设计》：高的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规划教材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幼儿园音乐教育与活动设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