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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效发展落实幼儿的“艺术核心素养”教育,关键在于如何将核心素养目标,转换为具体的标准

与课程体系。“珊瑚海幼儿园专用美术课程”经过六年的探索实践,已构建起一套指向幼儿核心素养的

美术课程体系。至2021年,已有近百所幼儿园应用此美术课程体系。本文将以“珊瑚海课程”设计思路

为例,探讨幼儿园美术课程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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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 Arts Curriculum System Based on Core Literacy--Taking Coral Sea Curriculum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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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o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ildren’s “art core literacy” education 

lies in how to transform the core literacy goals into specific standards and curriculum systems. After six year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Special Art Course for Coral Sea Kindergarten” has established a set of art course 

system that points to the core literacy of children. By 2021, nearly 100 kindergartens have applied this art 

curriculum system.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design idea of “Coral Sea Curriculum”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establishment of kindergarten art curriculu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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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工作的全面推进,家

长素质教育理念的升级,幼儿园美育教

育面临新的机遇与新的挑战。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中,明确提出要“构建大中小幼相衔

接的美育课程体系,明确各级各类学校

美育课程目标。”幼儿园作为视觉艺术启

蒙教育的第一站,担负着儿童底层艺术

素养的教育重任。面对新的挑战,需要从

教育观念,教育结构,教育内容各方面实

现全面的提升。“珊瑚海幼儿园专用美术

课程”从理念,到课程,再到应用各方面

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1 课程设计,理念先行 

教育理念的变革,带来课程的变革。 

当下幼儿园美育教育理念仍以130

年前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为主导,同时

将上世纪20年代赴美留学归来的陶行知

先生“六大解放”奉为圭臬；在这一理

念指引下,课程强调解放儿童天性,尽情

想象,创意美术/借形想象等课程至此产

生。儿童自主的表达与想象是这类课程

的核心；然而在实践操作中,这种“自由

绘画”往往导致课堂及作品的失控,老师

的缺位。改良后的创意美术加强了对作

品形式感的控制,增加了创作材料的多

样性,即又远离了儿童自主表达的初衷。 

20世纪80年代,另一影响美术教育

发展的理念,即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DBAE)以学科为基础的艺术

教育。这一理念将艺术创作、艺术史、艺

术批评、艺术审美均纳入美术教育结构

中,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理解和欣赏艺术

的能力。这一理念在国内美术教育界引起

了广泛的讨论。然后,在幼儿美术教育领

域却鲜少被提及。幼儿教育在教学中往往

强调生活美,自然美,而忽视了艺术美。 

以上两大美术教育理念,均难以系

统对接到幼儿园核心素养美育课程中。

因此目前幼儿园的美育课程形式多样—

—创意美术,借形想象,线描,简笔画,涂

色,手工等课程东拼西凑,应有尽有,以

创作手法替代理念,让儿童艺术启蒙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核心

素养”教育理念,并进一步提出了美术学

科的五大核心素养——即图像说读/美

术表现/审美判断/创意实践与文化理

解。相较于“儿童中心论”,素养教育理

念下的课程,要求更多关注儿童人文感

知力、能力与情感、心理的发展；相较

于DBAE学科美术理念,素养教育理念下

的课程侧更全面体现美术教育的本质,

即在双基的基础上,强调审美,内化,强

调应用与融通。 

2 课程目标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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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体系中融入质量评价标准,

已是各国素质教育中的重要课题。美英

澳加等国均采用国家(或各州)制定课程

质量/评价标准的方式,去体现课程的目

标,以使课程前期目标与后期评价标准

一致。我国也于2011年颁布了《义务教

育美术课程标准》以及基于核心素养的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

为幼儿美术教育标准提供了指明灯。 

幼儿美术课程有其独特性,这一阶

段是美育之始,且是影响个人各项发展

最深远的一个阶段。因此,在课程质量标

准的设定时,除了需要以五大核心素养

为指引外,还需要首先满足“艺术启蒙”

这一总体目标。“启蒙”的意义,在于使

之明白事理、习得基本的,入门的知识。

在美术学科中,珊瑚海课程以“构建儿童

的视觉艺术框架”为课程的核心目标,

使儿童通过学习,得以了解视觉艺术的

范畴,多样性,人文精神以及能使用各类

艺术形式进行创作,建立起未来持续学

习视觉艺术的基础认知框架。 

进一步,幼儿阶段要在课程中落实

核心素养,珊瑚海课程以美术学科五大

核心素养为纲,参考国外同龄课程质量

标准,结合幼儿年龄段特点,目标似定—

—为至幼儿园结束时,儿童需要 

2.1图像识读 

(1)能指出作品的主题和细节。(2)

能识别颜色、形状、线条,分辨抽象与具

象图形。(3)能区分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

(绘画/立体/拼贴/版画/综合)(4)复杂

识读：能使用简单艺术词汇描述作品(如

背景,装饰,色调,对称等)。 

2.2美术表现 

(1)能使用不同艺术创作工具(如水

彩/水粉/水墨/各类不同立体材料等)。(2)

了解不同媒体和创作方法的步骤与基

本技能。(3)对自己的作品表现出自信

与自豪。 

2.3审美判断 

(1)能区分自然美/生活美与艺术

美。(2)感受和认识到美的多样性。(3)

有喜好倾向,能选择喜欢的艺术作品并

解释原因。 

2.4创意实践 

(1)能独立进行作品创作。(2)能表

达自己的创作选择与想法。 

2.5文化理解 

(1)能认识到人们对艺术作品有不

同的看法。(2)能够欣赏不同时期,不同

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形式的艺术作

品。(3)了解一副作品会受到时期/地域/

艺术家性格/情感/创作目的等多元素的

影响。 

3 课程结构思考 

珊瑚海课程体系,在“构建儿童视觉

艺术框架”这一大概念下,将幼儿课程分

为六个学期,覆盖3－5岁大中小班三个

年龄段。以一学期课程结构为例——。 

3.1主题单元式学习结构 

常见教科书编排结构有单课式,主

题单元式及单课与单元形式结合三种方

式。珊瑚海美术课程体系采用主题单元

进行编排。每个引人入胜的主题单元,

都通过三节课程,或从不同角度,或层层

递进的展开,帮助孩子学会思考,理解到

更整体的视觉艺术运行方式。以“原始

艺术主题单元”为例,以“岩画”、“澳洲

原住民点画”、“美洲图腾柱”三课进行

展开,让儿童得以了解原始艺术这一类

别的框架概念,了解原始艺术所产生的

时代,人文,地理环境,以及不同艺术表

现形式之间的异同。 

每学期设置5大艺术主题,通过主题

之间的并置,体现出艺术的多样性与美

术跨学科学习的概念。以一学期课程为

例,五大主题设置为“爱的艺术”、“线条

艺术”、“手指画”、“抽象艺术”“天气艺

术”；每个艺术主题都展现出视觉艺术不

同的风貌；在有趣的“天气艺术”,儿童”

在三节课程中,将通过艺术的方式去了

解与创作出雨,雪,贝母云。 

3.2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 

在艺术的学习中,艺术审美/创造力

与技术之间,有着非常强的关联性。不同

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及技巧,不仅可

以增加儿童创作的趣味性,也将拓宽儿

童艺术表现的手段,提升儿童在艺术创

作中的自信心。 

张宇洁在《幼儿园创意美术教学现

状及其策略研究》中,对石家庄长安区L

幼儿园的美术课程进行调查。该幼儿园

美术课以创意美术方式展开,25节美术

课程中,2/5为绘画课程,其它形式包括

手工,拼贴,泥塑,综合材料等。另一篇

《佳木斯市农村幼儿园美术教育现状调

查与分析》中,选取了23所农村幼儿园进

行调查,其中94.9%反馈美术课以简笔画

为主；而在选择淘宝材料包开展美术课

程的幼儿园中,其课程大多以拼贴+添画

的方式进行。 

开展何种艺术形式的美术课程,是

达成儿童基本艺术表现能力的基础。在

珊瑚海的课程体系中,将艺术形式分为

“色彩创作”、“版画”、“拼贴”、“立体

构成”、“综合材料”五大类。其中色彩

创作类课程在每学期占60%,以训练儿童

通过6学期,掌握固体水彩、水粉、色粉、

水墨、马克笔、油画棒等多种色彩表现

工具；其它四类艺术形式占40%。 

在每一主题单元下,各艺术形式结

合编排。如“爱的艺术”主题单元,儿童

通过固体水彩,学习爱的视觉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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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通过版画学习“爱心”这一视

觉符号及点线面的装饰；通过立体的黏

土贴画,学习“玫瑰花”的制作。 

3.3艺术欣赏与造型/色彩的融合

教学 

在艺术作品创作中,构图/造型/色

彩三大要素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珊瑚

海美术课程体系中,每节课程中,均包

含艺术欣赏/造型/色彩三大要素的知

识点。以“澳洲原住民点画”为例,从

欣赏经典的原住民点画开始,儿童欣赏

到一幅幅澳洲原住民用点画表现的海龟,

袋鼠,蜥蜴等澳洲风情的作品,以及创作

的过程。在欣赏中,老师为儿童讲解点画

这一艺术形式的独特的人文/地域背景,

带领儿童观察分析这一形式的造型特点,

色彩特点。接下来儿童将创作一副以手

为主题的点画。这一学习过程是从“这

是什么(What)”到“为什么是这样(Why)”,

再到”如何做(How)”的过程。从认知心

理学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儿童内化与建

构的过程。艺术欣赏不只是被动的接受,

而是主动的参预思考,在经典艺术中获取

艺术能量,并转变为自己的技能去表现。 

4 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 

在内容的选择上,目前幼儿园开展

的美术课程,多以贴近儿童生活的内容

为主题,植物,动物,生活类占主体,引导

儿童关注生活美与自然美。课程引导中

多以儿童绘画作品或实物照片为主。 

珊瑚海幼儿美术课程体系在课程内

容上有以下两大特点： 

4.1注重审美的多元化 

6学期课程涵盖30个不同的艺术主

题,如视觉符号类的“爱的艺术”、“线

条艺术”；艺术史类的“抽象艺术”、“波

普艺术”、“中国水墨画”；自然主题类

的“天气艺术”、“大海主题”、“农场艺

术”“恐龙艺术”；经典民间艺术类的“原

始艺术”、“亚洲民间艺术”等。兼顾趣

味性与知识性,极大的拓展儿童的艺术

视野。 

4.2倡导以“艺术美”引领“生活美”

与“自然美” 

珊瑚海的美术课程中,每课均以艺

术家作品或经典绘本作品,经典民间艺

术作品为引导。以“南瓜”这一主题为

例,儿童将欣赏到世界上最著名的“南

瓜”作品——波普艺术家草间弥生的南

瓜,并学习她使用点线构成去表现这一

主题；在“大树“主题单元中,儿童则会

分别欣赏到表现主义艺术家克里姆特各

式各样有趣的树和经典的生命之树,以

及超现实主义的“树”,和纸雕塑制作的

浮雕树。 

儿童创作的范画,老师创作的范画,

都不足以引领儿童的审美。在珊瑚海的

课程中,没有单一的范画,只有艺术家同

一主题的多幅作品欣赏,儿童在经典艺

术中,领略艺术的多样性与规律,才能得

以内化,吸纳不同的艺术养分,并用不同

的表现手法去进行自我创作。 

在这一课程体系下,老师不再只是

教方法与步骤,而是引领儿童去探索艺

术的构成规律,造型规律,色彩规律,发

现艺术的多样性。 

5 余论 

艺术提供了人类心灵的河流,而幼

儿艺术教育是这条河流的源头,需要用

心经营。当今核心素养引领下的幼儿美

术教学体系急待变革。珊瑚海幼儿美术

课程体系六年来经过近百所幼儿园的应

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为幼儿美术

课程体系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体系化幼儿视觉艺术课程将有效改

善老师在幼儿美术教学中的迷失与无措,

让儿童真正走进艺术的世界,学习用艺

术表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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