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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没有艺术的文化是不完整的文化，没有艺术教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仅有知识技能的艺术教育是
不完整的艺术教育，没有艺术素养的儿童是不完整的儿童。
秉承这样的理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艺术，关注艺术教育，在幼儿教育领域更是如此。
儿童的生命状态是活泼、自由、奔放、充满想象和情趣的。
生命的发展需要自由和养分，需要自然的生态，需要整体的发展。
一、我们所理解的“生态式儿童教育”所谓“生态式儿童教育”，是一种借助自然生态中不同物种之
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以保持生命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克服学校（幼儿园、小学）
和文化造成的儿童生活与学习、游戏与认知、说话与行动、生命与创造等方面的普遍分裂状态，并以
特别能体现生态智慧的儿童文学、艺术、游戏为平台，通过家庭、社区、学校、儿童之间的健康互补
关系，创设儿童发展和学习的生态环境，关怀儿童的生命状态、生存状态和生产（创造）状态，以保
护儿童文化和儿童之自然本性的整体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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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儿童艺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秉承“没有艺术的文化是不完整的文化，没有艺术教育的教
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仅有知识技能的艺术教育是不完整的艺术教育，没有艺术素养的儿童是不完整的
儿童。
”的理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艺术，关注艺术教育，在幼儿教育领域更是如此。
儿童的生命状态是活泼、自由、奔放、充满想象和情趣的。
生命的发展需要自由和养分，需要自然的生态，需要整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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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生态式儿童艺术教育(代序)儿童艺术与艺术教育的理论探讨当代儿童艺术的若干取径儿童的创造性学
习让儿童的学习看得见——哈佛大学零点方案和瑞吉欧的合作研究通过生态式艺术教育保护儿童的完
整艺术活动中的参与式学习当代艺术教育课程的新潮流——从学童的流行文化探究艺术教育的另一个
面向当童年成为艺术理解儿童的艺术通感——生存背景之维艺术立美与艺术立德在幼儿教育语境中的
相遇幼儿非物质文化遗产启蒙教育的当代价值综合课程中的儿童艺术教育后现代幼儿艺术课程与教学
——以台湾爱弥儿幼儿园课程为例多样角度看世界——以艺术连结幼儿的生活、“视”界与经验绘本
图像之观念与表现舞动、敲击、嬉游记——幼教艺术课程之探究历程分析让恐龙在幼儿的心里“活”
起来——艺术活动在“恐龙”主题中的渗透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幼儿手工制作活动的双重价值探析扮
家家酒扮一年：艺术在幼儿园之多重角色浅谈“圣诞”主题活动中的音体艺综合教学——内地与香港
教师交流与协作计划的启示5～6岁儿童自由舞蹈动作的特点研究儿童音乐教育研究儿童早期音乐教育
的新视角：发现和培养幼儿的潜能试论回归本位的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儿童自发的歌唱创作活动初探儿
童钢琴学习中审美体验的特点过程模式对幼儿音乐活动的启示奥尔夫走进幼儿园——奥尔夫教学VS传
统音乐教学四川民族音乐在幼儿园音乐教育中的实践研究对川西民间童谣资源在幼儿教育中应用的思
考儿童美术研究与自然合作：美国课堂中一个支架儿童美术学习的案例走近儿童欣赏儿童——幼儿园
生态武艺术教育中的教学策略吴冠中作品在儿童国画欣赏教学中的应用走进漫画世界感受漫画魅力—
—大班幼儿漫画欣赏与创作教学初探儿童戏剧教育研究戏剧艺术教育的构想与评价戏剧表达·戏剧创
作·戏剧表演——“生态观”视角下的儿童戏剧教育内容建构简析戏曲艺术与幼儿艺术教育之间的关
系浅谈幼儿园戏剧教育活动的实施5～6岁幼儿戏剧活动特点研究幼儿园川剧变脸艺术教育的实践与探
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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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相对比例上看，B园比A园更多出现“低的水平位置”动作，而且出现了躺、趴等最低水平位
置的动作，这可能和班级的教学管理风格有关。
A园教师的管理风格属于比较强制、权威型的，而“低的水平位置”动作在日常活动中又往往被视为
出格、调皮的同义词，因此，儿童出现“低的水平位置”动作几率就更低了。
B园带班老师的教学风格是比较民主型的，儿童的自由度较高。
因此，尽管没有太多舞蹈经验，但是宽松自由的氛围使得儿童能够充分发挥探索的天性和运动的能力
，自然产生了较多的低的水平位置上的动作。
另外，所有研究对象都极少出现“高的水平位置”的舞蹈动作，特别是跳跃、较高的跳跃。
这种现象与音乐（尤其是高潮部分音乐）的热烈、激昂是不相符的。
这可能是儿童肌肉能力发展的制约，也可能是缺乏相关舞蹈动作经验的缘故。
3.动作姿态儿童自由舞蹈表现中，出现了现代舞、古典舞、民族舞、芭蕾舞几大舞蹈种类的一些基本
动作姿态。
现代舞的动作姿态很多，出现在绝大多数儿童的自由舞蹈中。
例如，走、跑、蹲、立、滚、趴等。
现代舞动作的根源是生命的冲动、生命的形式。
正如鲁道·冯·拉班所说，“人体动作的每一方面，每一重心的细致转变，人体任何部分每一个简单
姿态都显示出我们内在生命的某些特点。
每一动作发源于神经的内在激动，其原因或由于即时的感觉印象，或由于储藏在记忆里前些时候经验
过的感觉印象的复杂连锁，形成意识或下意识的动作冲动。
”因而，现代舞的动作训练注重在运动过程中开发人的自然协调性和思维的创造性；现代舞的动作姿
态也多以走、跑、跳、蹦、蹲、立、躺、跌等日常形态为本加以发展变化。
现代舞的动作姿态有来源于日常动作形态的特点，儿童的自发舞蹈动作姿态也有相同的特质。
所以，相对而言，儿童也比较容易产生这些具有现代舞气息的动作姿态。
当然，这只是从性质上而言，就动作姿态质量来说，儿童的现代舞动作姿态与成人舞蹈家的现代舞动
作姿态显然有着极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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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由南京师范大学、世界学前教育组织（OMEP）中国委员会、中华美学学会美育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办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承办的“儿童艺术、艺术教育与人的可持续发展”儿童艺术教育国际研
讨会暨第一届全国儿童艺术教育研讨会于2008年6月10-12日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
会议为不同文化、不同观点搭建了一个对话与交流的平台。
来自美国、意大利、新加坡和我国海峡两岸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教育专家学者及幼儿园教师就
当前艺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从多学科、多领域的视阈交融中生
成新观点和新方法，并致力于促进儿童艺术教育研究共同体的形成。
在坚持自由、开放的学术对话，理性、客观的学理探讨，广泛、深入的问题分析，多元、多维的学术
话语的宗旨下，面向艺术教育前沿，面向艺术教育未来，为促进学科交叉和融合，推进整体性综合研
究，启迪创意思维，促进知识创新搭建了平台，打下了基石。
本书收录了此次会议的获奖论文和专家学者的报告和主题发言，内容涉及儿童艺术与艺术教育的理论
探讨、综合课程中的儿童艺术教育、儿童音乐教育研究、儿童美术教育研究、儿童戏剧教育研究等方
面，基本代表了当今幼儿艺术教育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我国幼儿艺术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
本书的编辑工作由中华美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滕守尧研究员直
接领导和指导；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边霞教授承担了具体的组织和统稿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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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儿童艺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是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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