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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03年是中国人独立设置幼稚园的开端，为促进幼儿教育的发展，幼儿师范教育也走上中国教育
的大舞台。
幼儿师范教育诞生初期，师资、课程、教材均仰给于国外，但前辈幼师人从未停止过中国化、科学化
幼师教育的探索，他们的不懈努力成为我们今天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以后，幼儿师范教育获得了新生，一批独立设置的幼儿师范学校逐步成为培养幼儿教
师的基地，特别是《幼儿师范学校教学计划》的颁布，使新生的幼师教育在课程和教材领域开始走向
规范化。
经历了“文革”大风暴之后，幼儿师范教育再次焕发青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教育部审定并出版了全国幼儿师范学校通用教材和培训教材，为恢复和发展
幼儿师范教育，规范幼教师资培养、培训规格和标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前教育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幼教师资学历层次上移成为大趋势，幼儿
师范教育也基本完成从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的过渡，大部分三年制幼儿师范学校或改为五年制，或并
入高师设置学前教育系，原有的教材体系已不能适应办学要求，适应专科层次幼儿师范教育新发展的
教材体系成为“空白点”。
正是由于新教材的空缺，使得相当一部分学校只能沿用旧教材，或选择高师本科教材，甚至采用小学
教育专业或高中教材，而这显然不符合幼儿师范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和培养目标。
教材问题成为制约幼儿师范教育培养目标实现的一个“瓶颈”。
　　教材是实施课程标准的基本工具。
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对于教材功能的认识已发生深刻变革，教材不是“规范”和“
控制”教学的工具，为教学服务是对其根本功能的重新定位。
教材既承载知识和技能，更渗透思维方法的给予、认知结构的优化、实践能力的形成和创新精神的培
养，在幼儿师范教育实现大专化的进程中，适时编写出版一套代表学前教育发展方向、体现幼教新理
念、新思维和反映课程改革新成果的幼师系列教材，无疑将会为新时代的幼儿师范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
　　2003年，正值中国幼儿教育百年庆典，一批长期工作在第一线的幼儿师范教育工作者，共聚上海
，商讨教材建设问题，并达成编写五年制幼师新教材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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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立足幼儿师范学（院）校艺术教育的教学实际，从课程设置出发，结合艺术学科的特点和
学前儿童的生长和认知特点，从学习幼儿艺术习得的发展规律，到通过欣赏达到对幼儿艺术的初步认
识;再从幼儿艺术教育的大主题到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具体任务、内容、特点、组织指 导;最后通过专
家的最新教学理念帮助学生提高理论修养，开阔眼界，并由一线教师的成功实践经验帮助学习者体验
幼儿教师的自我实践操作。
　　另外，本教材为了更好地配合理论学习，安排展示了许多国内外学者、专家在幼儿艺术教育领域
的真实、生动、有趣的案例，供学习者分析、思考与借鉴。
　　本教材既可供幼儿师范学校三年制、五年制学生使用，同时可兼顾高师学前专业学生选用，也可
用于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和进修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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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模仿论　　这是一种关于艺术起源问题的最古老的理论，始于古希腊哲学家。
这种学说认为：模仿是人类固有的天性和本能，艺术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模仿。
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所有艺术都是模仿的产物，美术艺术也是如此。
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模仿的对象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艺术不仅反映事物的外观形态，而且
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艺术创作靠模仿能力，而模仿能力是人从孩提时就有的天性和本能。
”继古希腊哲学家之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
基等人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学说。
这种理论直到19世纪末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
　　现在已经很少有学者把模仿说作为艺术起源的动力。
因为现实中有很多现象，如人类的史前洞穴壁画是很难用模仿的冲动去解释的。
但模仿说仍有它一定的价值，它揭示了人类一种比较原始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与艺术是相通的。
一方面，对客观事物的模仿也是一种对事物的把握方式，它使人从中看到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从而引
起人心理上的快乐和满足；另一方面，不管原始人由于什么原因创作和制作了原始艺术，这些原始艺
术本身(如史前洞穴壁画上的动物轮廓)却无疑是由模仿得来的，也就是说，模仿即使不成为动因，也
至少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
正因为史前造型艺术都基于模仿的手段，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些形象所模仿的原型是什么动物。
从今天所发现的原始艺术作品中也不难看出，模仿是大部分原始艺术创作和制作的主要方法。
而其他方法，如表现和象征的方法也都是从模仿之中发展演变而来的。
　　2．游戏论　　顾名思义，游戏论即认为美术起源于游戏，这是18世纪德国著名美学家席勒和英国
学者斯宾塞提出的，人们也因此把游戏论称之为“席勒一斯宾塞理论”。
游戏论认为人的审美活动和游戏一样，是一种过剩精力的使用，剩余精力是人们进行艺术这种精神游
戏的动力。
人是高等动物，它不需要以全部精力去从事维持和延续生命的物质活动，因此有过剩的精力，这些过
剩精力体现在自由的模仿活动中，于是就产生了游戏与艺术活动。
如席勒指出美术发生的动力是人类的游戏冲动，美术是“两种冲动(即感觉的冲动和形式的冲动)的共
同对象，那就是游戏的冲动”。
当人把过剩的精力冲动用游戏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是人类彻底脱离动物界，与动物形成本质区
别的最重要的标志。
“自由”是艺术活动的精髓，它不受任何功利目的的限制，人们只有在一种精神游戏中才能彻底摆脱
实用和功利的束缚，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
斯宾塞和席勒一样，也认为游戏是过剩精力的发泄，它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实用价值，却有助于游戏
者的器官练习，因而它具有生物学意义，有益于个体和整个民族的生存。
　　游戏论强调了游戏冲动、审美自由与人性完善之间的重要联系，对于我们理解美术在审美方面的
发生具有重要价值。
它揭示了美术发生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某些必要条件，如剩余精力是艺术活动的重要条件，美术
的娱乐性和审美性等，揭示了精神上的自由是艺术创造的核心，对我们理解美术的本质是富于启发性
的。
但它把美术看成是脱离社会实践的绝对自由的纯娱乐性活动，且偏重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看待美术的
起因，过分强调了美术与功利的对立，有绝对化和片面性的弊病。
　　3．表现论　　这种学说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表现和交流情感的需要，情感表现是艺术最主要的
功能，也是艺术发生的主要动因。
持这一理论的主要有英国诗人雪莱、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等，还有欧美的一些现当代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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