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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成长的萌芽期，艺术教育犹如润物无声的朝露，滋养着幼儿的审美感知与创造潜能。本期内容围绕儿

童艺术教育展开，刊发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3位学者的文章，希望与艺术教育工作者一起思考，如何让艺

术真正成为儿童启迪心智、陶冶情操、传承文化的沃土，为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儿童贡献教育智慧。

——编 者

在学前教育这片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田野上，舞蹈如

同一束绚烂的烟火，照亮了孩子们纯真的心灵。当科学

的知识之光与舞蹈的梦幻旋律交织在一起，一场场关于

智慧与美的奇妙旅程便悄然拉开序幕，引领着孩子们走

向一个充满无限想象与探索可能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

激发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

通往广阔知识殿堂的大门。

舞蹈，作为孩子们与世界对话的独特方式，不仅是肢

体的运动，更是他们内心情感的抒发与表达。每一个轻

盈的跳跃、每一次优雅的旋转，都仿佛在向世界宣告他们

的存在与喜悦。孩子们在舞蹈的世界里，犹如一群快乐

的小精灵，用他们稚嫩却充满活力的身体，演绎着关于成

长、梦想与爱的动人篇章。这些舞蹈不仅丰富了孩子们

的精神世界，也促进了他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艺术感知能

力的发展。

科学，这个看似与舞蹈无关的词汇，却在学前舞蹈创

编中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创作者们以匠心独运的手

法，将科学知识巧妙地融入舞蹈的每一个细节之中，让孩

子们在欣赏舞蹈的同时，也能收获知识的滋养与启迪。

这种创新的教学方法，打破了传统教育的界限，使得科学

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更容易被孩子们接受和喜爱。

在学前舞蹈创编中，科学知识的融入并非简单的堆

砌或强加，而是需要创作者们深入研究科学知识，理解其

内涵与外延，然后将其转化为孩子们易于理解和接受的

舞蹈语言。例如，在创编以“水循环”为主题的舞蹈时，创

作者们通过让孩子们化身为轻盈的水滴，随着音乐的起

伏在天地间自由穿梭，形象地展示了水的蒸发、凝结、降

落等神奇变化。这样的舞蹈不仅让孩子们对水的循环有

了直观的认识，更激发了他们探索自然奥秘的好奇心和

欲望，培养了孩子们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和保护环境的

责任意识。

同样，在以“宇宙探索”为主题的舞蹈《未来之旅》中，

创作者运用了LED屏幕，模拟出浩瀚的星空和神秘的星

系。孩子们身着特制的航天服，仿佛化身为勇敢的星际

探险家，在舞台上演绎着人类探索宇宙的壮丽篇章。他

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与节奏感，与舞台背景相

融合，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宇宙之中，感受着星空的神秘与

浩瀚。这样的舞蹈不仅让孩子们对太阳系有了初步的认

识，更激发了他们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和决心。

将科学知识融入学前舞蹈创编，能更好地培养孩子

们团队合作精神。他们通过舞蹈与同伴们建立深厚的友

谊和默契的合作关系。在舞动中，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支

持，共同面对挑战和困难。这种团队合作意识对于孩子

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舞蹈，孩子们

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些经验将为他们今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外，将科学知识融入学前舞蹈创编还有助于培养孩子

们的观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舞蹈的创编过程中，孩

子们需要仔细观察生活中的科学现象，然后将其转化为

舞蹈动作和情境。他们开始学会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世

界，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他们不再满足于表面的

现象和简单的答案，而是开始探索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通过这样的训练，孩子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肢体表现能

力，还培养了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于他们未

来的学习和职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学前舞蹈创编与科学知识的融合是一种富有创意和

意义的尝试。在未来的学前教育中，我们应该继续探索

和实践这一理念，让更多的孩子们在舞蹈的世界里享受

科学的乐趣与神奇，感受知识的力量与魅力。

科学之光与童心共舞的学前教育舞蹈创编，不仅是

一种教育手段，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我们期待

着更多这样富有创意和教育意义的活动，为孩子们的成

长注入更多的活力和色彩。

艺术类课程作为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目前

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课程存在“技术性”和“工具论”倾向，过

于注重技能的传授，将艺术类课程单纯当作一种工具，忽略了其在培养学生

综合素养方面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在课程设置上，未能充分考虑如何与

专业能力培养进行有机结合，导致课程对学生未来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所需

的专业能力提升助力不足。为此，我们应该努力推动学前教育专业艺术类

课程真正回归艺术本质，实现其应有的教育价值。

随着学前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幼儿园师资培养

方向发生了显著转变，从过去侧重于实践操作与技能训练，

逐渐转向对理论知识和学术研究的关注。这种转型促使我

们必须重新审慎地思考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以

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课程设置问题。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3-6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颁布以来，学前教育一直在探索改革之路。《幼儿

园教师专业标准》（以下简称《专业标准》）和《学前教育专业

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以下简称《职业标准》）

对学前教育改革中的教师培养标准给出了明确答案，与艺

术类课程相关的技能被融入各类专业能力的培养要求之

中。要实现教育改革，需要从教育政策法规到幼儿园教育

实践，乃至社会各界达成一致的认识。艺术类课程在幼儿

园师资培养体系中从未缺席，但之前关注的都是如何提升

其技术的问题。艺术类课程过度侧重技术特征，可能会影

响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的培育质量，只有走向艺术才能实现

幼儿教育目标。

学前教育专业艺术类课程存在技术性和工具性的倾

向。中国的学前教育，始于19世纪初“蒙养院”的艺术课

程，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

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开设诸如图画、裁缝、手

艺、音乐等科目，这可视为学前教育艺术类课程最早的呈

现形式。幼儿教师充当着教习、保姆的角色，教师要“看

住”孩子。开设艺术类课程的目的是能够让幼儿教师获

得“看住”孩子的“技术”，艺术类课程明显存在始于技术

性的倾向。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推进和实用主义教育思

想的传播，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积极探索适宜本土发展的

教育方式，提出了“艺友制”，鼓励“教学做合一”。这一时

期幼儿师范教育开始教授教育理论、教学法以及唱歌、跳

舞、画画、布置环境等教育技能技巧。虽然这一时期受西

方先进儿童教育思想的影响，儿童观发生了转变，但教育

仍难以摆脱“教师教、儿童学”的传统教育样态，艺术类课

程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倾向。

专业技能并不等同于专业能力。目前，学前教育专业

所设置的艺术类课程主要包括钢琴弹奏、美术（手工）、舞蹈

等，但幼儿教师应具备的专业能力，还包含专业理念、专业

知识等方面。在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中，与艺术相关的

课程属于最基础、最普通的知识，专业能力是在掌握专业知

识的基础上，能够结合具体的教育情境完成或处理本专业

领域相关事件的综合能力。艺术技能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实现专业知识转化为专业能力的必要环节，但真正要获得

专业能力的提升，则需要各类专业知识与幼儿教育实践紧

密结合。

将艺术技能与教学理论相融合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胜任幼儿教育实践工作的必由之路。在幼儿园教育实践

中，所有艺术技能的运用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教育情境

下开展的，这需要教师将艺术技能、教育理念、教育行为

和活动目标有机融合，通过教育活动的形式展现出来。

这些融合后的知识与技能，要么成为教师的实践性知识

被激活，要么直接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这既是教师应

用专业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教育实践能力，更是一种专

业素养。

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艺术类课程的设置，以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为例，主要开设了钢琴键盘基础与乐

理、舞蹈、美术（手工）等课程，这些课程着重关注学生的技

能学习，对学生的艺术素养的培养还远远不够。艺术素养

包含一个人对艺术的感受、理解与品鉴等方面的能力和修

养，是一个人综合艺术实践与艺术修养的体现。根据《３-

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关于艺术领域学习与发展的

要求，教师要引导幼儿感受与欣赏美、表达与创造美，这必

然需要教师具备良好的艺术素养。艺术素养不能等同于艺

术知识和技能，它更强调学生通过艺术学习和活动，获得将

艺术知识、技能、个人情感经验等综合运用于生活及社会发

展的意识和能力。

通识类课程中增加美育模块，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

以培育艺术素养为取向的艺术通识教育类课程可以提升教

师的审美能力和个人修养，对幼儿的全面发展的影响更为

深远。如开设诸如艺术史、世界名画欣赏、戏曲欣赏等课

程，增强学生的艺术感受能力，提高其对艺术作品的理解能

力。另外，可以通过社团活动组织学生参观美术馆、博物

馆、艺术馆，丰富其生活，陶冶其情操等，整体提升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的艺术素养。

在课程设置中增加技能实践学时，以培养学生的专业

能力。具体到幼儿教育教学中，就是教师引导幼儿通过唱

歌、跳舞、画画的方式将其所感受到的世界表现出来。在课

程设置中，通过增加技能实践学时，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

才能让艺术技能的学习回归幼儿生活和幼儿教育实践，创

设适宜的教育情境，才能使教育指向儿童本身。

技能课程与教学理论融合，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五大领域教学法”

可以作为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技能课程之间的桥梁。学

生可以将所学艺术技能与教学理论知识、艺术领域教学

法有效结合起来，以具体的教育实践为主线，让艺术技能

的运用具有情境性。例如，在“学前儿童艺术教育”这门

课程中，可以运用学前教育理论和教学法，设计歌唱活动

或韵律活动，将艺术技能融于艺术教育活动中，将设计好

的艺术教育活动融入幼儿园真实情境中，并在与幼儿的

互动中反思自己的学习，既包括对理论学习的反思，也包

括对艺术技能学习的反思，这样在“做”中反思比单纯进

行一项技能训练更有效果。要探索将钢琴、歌唱、舞蹈、

美术等艺术类课程的教学内容与艺术领域教学法相融

合，通过建立课程群的方式使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相互

补充，有效避免技能、理论“两张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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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之光与童心共舞
□□施施 丹丹

去年11月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自

2025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律

文件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幼儿园应

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保育教

育语言文字，加强学前儿童普通话教

育，提高学前儿童说普通话的能力。

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是

学前教育的重要基石。规范的普通

话发音，能帮助幼儿打开沟通世界

的大门，让他们自信地表达想法；丰

富的词汇和正确的语法运用，更是

为他们日后的学习与社交奠定坚实

基础。从咿呀学语的简单词汇，到

连贯讲述有趣的故事，普通话在潜

移默化中塑造着幼儿的语言思维，

也让他们从小就感受到中华语言文

化的博大精深。

在幼儿教育领域，学前教育工作

者就像是精心耕耘的园艺师，悉心培

育着孩童心灵中语言的花朵，悄然在

他们的心田播撒下文化理解与鉴赏

能力的种子。教师的言传身教，都饱

含着对孩子未来拥有高雅文化素养

的殷切期望。学前教育工作者不仅

要着眼于提升孩子们对语言艺术的

掌握水平，更要深入挖掘并培育语言

艺术背后所承载的文化精神，让语言

艺术成为连接儿童与本国文化传承

的紧密纽带。

在学前教育阶段，语言艺术传播

对幼儿的成长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它主要体现在示范

引领、教学活动以及家

庭与社会协同这几个关

键方面。幼儿具有强烈

的模仿能力，学前教育

工作者自然成为他们模

仿的主要对象，其普通

话水平直接决定着幼儿

语言学习的成效。比

如，在日常教学和生活

中，教师标准的发音、丰

富且恰当的词汇运用，

都为幼儿树立了一个个

清晰的语言“模板”。在教师的耐心引领下，幼儿不仅能掌握标准

的语音，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全面提升语言素养，为未来的沟通交流

和学习生活做好充分准备。

语言艺术传播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学前

教育教学实践中，普通话语言艺术传播是传授知识、技能与情感

的关键桥梁。借助这一桥梁，学前教育工作者能够更有效地向幼

儿传授知识，并帮助他们理解知识内容。例如，在讲述故事、讲解

常识的教学过程中，生动的语言表达能让抽象的知识变得形象易

懂。同时，语言艺术传播还在美育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

给予幼儿丰富的美育滋养，让幼儿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感受到

语言的韵律美、意境美等。可以说，普通话语言艺术传播不仅是

单纯的语言学习途径，更是连接教师与幼儿、知识与实践的关键

纽带，促进了教育教学活动的高效开展。

家庭和社会在普通话语言传播中同样不可或缺。学前教育工

作者作为连接家庭与社会的关键力量，肩负着推广普通话的重要

使命。他们一方面向幼儿传授标准普通话，另一方面借助丰富的

文化氛围，促进幼儿在身体和心理层面的均衡发展。在家庭环境

中，家长配合学前教育工作者，用普通话与幼儿交流互动，为幼儿

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在社会环境里，各种文化活动、公共宣传等

也为幼儿接触和学习普通话提供了机会。精心设计的普通话语言

艺术教学，能够让幼儿充分感知和领略中国文化的语言魅力，使民

族文化在幼儿心中生根发芽，让他们从小就对民族文化产生深厚

的情感共鸣，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

综上，学前教育工作者的示范引领、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语言传

播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协同合作，共同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普通话

语言艺术传播体系，为幼儿的语言学习、文化认知和全面发展提供

了坚实有力的支持。基于此，教育工作者应着力提升自身普通话

水平，如此一来，便能为孩子们树立起优秀的语言典范。其次，教

师要用心为幼儿创设良好的语言环境。例如，在幼儿园内，教师之

间、教师与幼儿之间交流都使用普通话；在园内的广播、阅读角等

场景，也都以普通话为主要语言。在这样的环境里，幼儿能在日常

生活的细微之处自然地接触和学习普通话，从而显著提升其语言

艺术运用能力。还有，教育工作者需重视幼儿的个性差异，坚持因

材施教。同时，要强化家庭与社会的紧密联动。家庭生活中，家长

要积极配合幼儿园的教育工作，尽量使用普通话与幼儿交流，鼓励

幼儿表达想法；社会层面，社区、文化机构等可以举办各类适合幼

儿的普通话推广活动。通过家庭与社会的协同努力，全面推动幼

儿语言艺术能力的普及与均衡发展。

学前教育工作者肩负着培育幼儿全面发展的重任，他们在授

课以及陪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播撒希望的种子，让民族自豪感在

幼儿心中悄然生根发芽。在未来，这些种子必将成为中华民族文

化传承与发展的坚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