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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审美能力对发展和完善人的品格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健全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审

美能力影响着幼儿早期性格的发展与形成,培养幼儿审美能力的敏感期是幼儿教育阶段。湘西地区储备着丰

富的传统民族民间美育资源,然而其在当地幼儿审美教育中的运用与开发还不足。结合湘西当地地域特点、

民间艺术特有形式及幼儿实际情况与幼儿教师教育经验,选取了剪纸、苗族刺绣、民间歌曲、蜡染等民间艺术

载体,通过幼儿一日生活常规、环境创设、艺术教育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多种方式渗入到幼儿审美教育中,以

逐步开启幼儿爱美、求美的心灵,使幼儿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能力逐步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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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文明初始阶段,原始社会中的艺术、巫术含有最早的审美教育因素。
在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把“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列为学校教育的科目,提出“兴
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思想。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通过艺术来感染和熏陶儿童,对
儿童的早期性格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深刻的影响力,并指出“音乐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1]。亚

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论述,诗、音乐等艺术有陶冶和净化思想的作用,艺术审美被当作提高人品、完善人

性的重要途径。此后,在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审美教育也一直受重视。18世纪,德国

诗人和思想家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审美教育”理论,自此“审美教育”一词便普遍流行起来。

20世纪,韦伯继承了席勒的美学思想,他在《作为教育学的基础学的美学》(Asthetikalspadagogische
Grundwissens-chaft,1907)[2]一书中集中论述了审美教育理论。《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中指出,审美教

育是“培养和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自然和社会)以及文艺作品的审美感受能力、鉴别能力、欣赏能力和

创造能力,能帮助人们树立崇高的审美理想、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使人们热爱真、善、美,
变得文明、高尚、积极,得到身心的全面发展和成长”[3]。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提出美学原则,奠定了美学

理论发展的基础。
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瑰宝,蕴含了人类最初的审美观念。民间艺术对提升幼儿审美能力具有重

大教育意义,有利于培养幼儿敏锐的感知能力,激发动手操作的兴趣,开启幼儿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湘西地区聚居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土家族、侗族、白族等,其民族民间文化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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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交融形成独具一格的民族特色和风格。湘西地区以传统物质民间美育资源(自然风光、名胜古迹)
和非物质民间美育资源(民族手工艺、民间音乐、民族舞蹈、民俗风情、民间戏曲、民间传说和民间小故

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民族传统节日等)两大特征美育资源为主,其民族民间艺术美育资源种类繁多、
表现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湘西民间艺术是当地各族人民劳动生活智慧的结晶,贴近最底层的现实生

活,其体现的生活性、审美性、实践性及价值综合性与学前儿童直接感知的经验学习特性相吻合。

一、湘西自治州幼儿审美教育现状

以“湘西民间艺术”为主题,时间从1957年至2017年,共61年时间跨度,在中国知网共搜索出255
篇文献,其中期刊29篇,硕博论文13篇(博士1篇),会议论文1篇,报纸文献3篇,其他9篇。通过标

题扫读,根据“教学”“课程”“绘本”“幼儿”“幼儿园”等教育学术语筛选出27篇关于教育类的研究文献,
其中直接与幼儿教育相关的研究文献15篇,包括期刊9篇,硕士论文5篇,报纸1篇,机构来源为湖南

师范大学12篇、湖南省花垣县幼儿园2篇、湖南省凤凰幼儿园2篇、吉首大学1篇。从论文总数来讲,
湘西民间艺术在教育学领域的研究偏少,关注度不高。值得欣慰的是,各教育阶段中关于湘西民间艺术

的研究,幼儿教育阶段占一半以上。
通过在中国知网文献搜索、走访调查及笔者观察发现,该地区幼儿园将民间艺术运用到幼儿园审美

教育中的研究和实践现状不容乐观。第一,当地科研工作者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高校主要以湖南

师范大学和吉首大学为主,较多关注湘西民俗民间本土资源在幼儿艺术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开发及利用,
共发表期刊文献9篇、学位论文3篇,当地幼儿园主要是湖南省花垣县幼儿园、湖南省凤凰幼儿园,分别

以第二、三作者的身份与湖南师范大学合作发表2篇期刊文献。当地幼儿教育工作者、教研员应发挥本

土资源优势,因势而为,加大力度开发相关的园本课程。第二,当地幼儿教育工作者、家长对民族民间资

源与幼儿审美教育的认识大都停留在表层。大部分家长没有意识到身边随处可感可知的民族民间艺术

资源能与自家孩子的美育相联系。多数幼儿园园长和老师没有将当地民族民间艺术纳入美育的课程体

系当中,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说得多、做得少。即使少量幼儿教育工作者付诸了实践,也仅仅停留在形

式上,大多依葫芦画瓢,照搬照抄,没有很好地将地方特色和本土优良的民族精髓与幼儿审美教育的实

际结合起来。第三,民间艺术开发难度大。民间艺术大多散落民间,很多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大部分

是通过“师徒制”或者家庭式“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来的,还有一些受“传男不传女”落后习俗的影响,
导致后继无人,濒临失传。这些因素加大了幼儿工作者开发具有民族特色幼儿教育课程资源的难度。
以山地地形为主的湘西处于中西部结合偏僻落后地带,由于受市场经济冲击较少,民族民间资源保存较

完整,蕴含很深的审美教育价值,但受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在教育活动中的开发利用不足。
国内外专家提倡因地制宜地办学前教育,以地方特色资源为基础和素材,融入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

念,使幼儿审美教育本土化、特色化、科学化,有利于将幼儿教育的发展与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发展相

融合,形成独具一格的幼儿教育理念。

二、湘西民间艺术在幼儿审美教育中的价值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湖南省的“西北门户”。湘西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孕育

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其民间艺术资源种类丰富多样,主要包括物质民间艺术资源与非物质民

间艺术资源。仅非物质民间艺术就可以分为民间祭祖仪式类、民间习俗类、民间舞蹈类、民间音乐类、民
间文学类、民间工艺类等。一方面,湘西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多样、门类齐全,如,湘西民间音乐可包括民

族歌舞类、器乐类、戏曲类、曲艺类;民间传统工艺可以分为蜡染、扎染、挫花、刺绣、织锦、编织、木雕等,
湘西的民间艺术大部分是人们在劳动和生活中通过“师徒制”或者家庭式“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并发展

起来的;另一方面,湘西地区民间艺术多以人民的生活为主题,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和地方民族气息,是广

大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将民间艺术与幼儿审美教育实际结合,是
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践行“文化自信”理念的需要。



(一)贴近幼儿实际生活,幼儿易于接受

湘西民间艺术是各族人民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湘西民间艺

术大多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贴近幼儿实际生活经验,与幼儿的衣、食、住、行紧密相关。审美教育取材

于其喜闻乐见的生活经验,幼儿容易产生亲切感、熟悉感,易于被幼儿接受和理解,能增加幼儿的生活经

验和学习经验。同时,将反映生活经验的民间艺术融入到幼儿审美教育中来,体现了教育要以“儿童为

中心”,尊重儿童的意愿和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规律。教育是为了更好地为生活服务,应多从生活

中取材,因地制宜,使审美教育充分体现生活性原则。
(二)感性材料丰富,可完善美育课程体系

湘西民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不同于生活的简单相加与堆砌,是美的沉积与凝结,具有很

强的审美性。湘西民间艺术是一种直观物质形式的美,艺术种类丰富,表现形式多样。首先,从种类上,
湘西民间艺术包括民间手工艺、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俗风情、民间戏曲、民间传说和民间小故事、民间

歌谣、民间谚语、民族传统节日等,各大类中又可以分为众多小类,如,民间手工艺又可以分为蜡染、扎
染、挫花、刺绣、织锦、编织、木雕等。其次,从表现形式上,湘西民间艺术造型奇特巧妙、形象直观逼真、
色彩明亮鲜艳,如傩面具等。因此,幼儿感受、认知、理解各种民间艺术的过程,既是对美本身的体验过

程,也是对美的感受能力与鉴赏能力提高的过程。
(三)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能满足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

幼儿期思维的发展依赖于表象和具象的实物原型,民间艺术具体、形象、生动,既体现出生活化,又
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与实践性,符合幼儿认知水平、思维发展规律与审美能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首先,湘
西民间艺术因其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可以为幼儿的感知、认识、理解、体验和创造提供具有审美特性的

感性材料和作品;其次,湘西民间艺术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生活中产生的,是实践的艺术,不仅种类丰

富,形式多样,而且可操作性、实践性强。幼儿在感知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不断操作,不断地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从而使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促进了幼儿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提高。

(四)传承民族文化,践行文化自信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指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

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4]湘西民间艺术“超越了直观的物质形态的审美意义,已经进入了如

朱光潜所言的‘意识形态’之层次”[5]。湘西民间艺术是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民俗学等多种

学科相互交融沉淀的结晶,涵盖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民俗习惯和道德风尚。将民族特色与幼儿审美教育

相结合,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源优势引导幼儿实际感受当地丰富和优秀的民族文化,通过对民族风俗风

情、民间歌谣故事、民间节日节庆等民族民间艺术的学习,既充实了幼儿美育学习的内容,又传承了少数

民族民间文化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践行文化自信的需要,同时培养了幼儿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弘扬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将民族民间艺术美育资源渗透到幼儿园的美育课程中,有
利于加深幼儿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掌握,增强幼儿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认同感。学前儿童作为祖国

的明日之星、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有责任也有义务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
湘西民间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可操作的实践艺术,也是反映美、表现美、歌颂美、传承美的实物载

体。湘西民间艺术的产生受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区域影响,与当地各民族人民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行

为紧密相连。湘西民间艺术使幼儿审美教育得以充实,幼儿生活得以丰富,生活经验和学习经验得以提

高,文化自信得以增强,使幼儿审美教育独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同时,将民间艺术融入幼儿审美教

育,既使民间艺术从民间走上课堂,又使民间艺术得以传承、发展和完善,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得以发

扬光大。

三、湘西民间艺术与幼儿审美教育融合的实践对策

(一)从一日生活中感受美

幼儿的一日生活皆教育,生活中处处都蕴含着审美教育的契机,所以,应将幼儿的审美教育融入幼



儿的一日生活常规当中。3-6岁是幼儿感觉和知觉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培养幼儿感受美、发现美的

最佳时期。因此,幼儿从小接受优秀艺术作品的熏陶,置身于健康有益的环境,有利于形成融美于心灵

的习惯。
从欣赏性和精神享受性两个维度来考虑,审美的过程需要生动丰富的感性材料。依据幼儿每个阶

段身心发展的特点和实际操作的能力,结合当前时代及社会对幼儿成长发展的期望,以幼儿兴趣为导向

和所在园教师的经验与幼儿园实际情况为基础,选取一些民间名家大师的艺术作品跟孩子们一起分享

赏析,通过工艺品、图画、生活用品、电视、多媒体等多种形式,让幼儿获得造型美的感性知识。在生活随

机教育事件中,指导儿童去感知客观世界,使孩子们置身于实际生活环境中,让他们去听、去看、去触摸、
去观察、去模仿,通过这种渗透方式来感染幼儿,积累感性知识,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提高幼儿的审美

认知水平。
(二)从环境创设中体验美

我国众多幼儿教育专家都认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之一,是幼儿的“第三位老师”。我国幼教之

父陈鹤琴先生曾提出以环境为中心的幼儿教育课程观,明确指出“幼儿园环境创设要考虑当地的风土民

情、文化底蕴和气候条件”[6]。为幼儿提供富有本土气息的教育环境,是帮助幼儿熟识民俗文化以及进

行审美教育的有效途径。
根据幼儿的各年龄阶段的发展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利用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为幼儿提供丰富的

感性材料,给幼儿视觉、听觉、嗅觉、肤觉以刺激,满足幼儿多重感官的需求。

1.创设具有民间艺术美的物质环境

首先,巧妙地将湘西民间民俗手工艺运用到幼儿园各种物质条件和活动形式的整体环境当中,将民

俗风景画、民俗装饰画、民间剪纸等运用到园内的海报、班级活动室、壁挂、橱窗、展台、广播、手册等媒

介,精心布置具有民俗风情的区角环境、班级环境及园所环境。其次,鼓励幼儿参与到美的环境创设中

来。依据幼儿年龄特征与身心发展规律,为幼儿提供一个美的生活环境,丰富幼儿的感觉和知觉。让孩

子在尽情参与、探索中加深对民俗文化的认识与理解、认同与喜爱,增强幼儿的民族情怀。
笔者以湘西州泸溪县民间剪纸“踏虎凿花”为例,探寻为幼儿营造富有民族民间文化气息的教育环

境,并以多种形式在活动中加以运用。郭沫若先生曾对我国民间剪纸做了概括:“曾见北国之窗花,其味

天真而浑厚;今见南方之刻纸,玲珑剔透得未有。”[7]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南方刻纸即凿花艺术,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湘西泸溪县的“踏虎凿花”,当地又称为“扎花”或“挫花”。第一,从幼儿园室内外整体环境

入手。在园内的海报、宣传栏和幼儿活动室、休息室以及餐厅的墙壁、窗户、展台、壁挂、橱窗、天花板、走
廊、楼梯等处都可以用原生态的民俗资源。“踏虎凿花”种类繁多、题材丰富,里面的经典图案和花色,经
过处理和加工进行艺术创作和提炼之后,可运用到室内环境创设中来。将色彩的运用、图案的搭配等多

种艺术手法相结合,以达到多维空间的视觉效果,从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对幼儿进行审美教育,增强幼儿

的审美意识,提高幼儿的艺术鉴赏力。同时也给幼儿提供了丰富、具体的表象材料,为幼儿的想象提供

原始的审美素材,有利于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形成。第二,从幼儿具体操作的区角环境入手。幼儿与环境

直接积极的互动直接关系到幼儿园环境创设审美教育功能的发挥,创设具有当地民间艺术气息的区角

环境,为幼儿审美教育营造一个操作环境。比如在语言区、建构区、益智区、美工区、表演区等呈现具有

民族特色的学习材料,供幼儿自主学习和自主游戏时使用。

2.营造具有民间艺术美的精神环境

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理论表明可以利用暗示手段使人的有意识心理活动和无意识心理活动达到高

度协调,从而使人的潜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踏虎凿花”剪纸艺术,不仅物质形态丰富,同时兼

具深厚的文化内涵,“踏虎凿花”通过刻画动物、植物、几何以及其他纹样,寄托和表达了人们的思想,可
向幼儿讲述各种花鸟、人物、图腾背后蕴含的故事以及民族风情。这种以语言的方式组织和描绘来创设

情境,促进幼儿想象力和思维的发展,求得幼儿有意识活动与无意识活动、理智活动和情感活动的有效

统一。以艺术作品为依托,老师创设的故事情境为起点,为幼儿的想象插上翅膀,让幼儿感受与体验想



象之美。
(三)在教育活动中表现美

1.从艺术教育活动入手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艺术教育的基本宗旨即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审美教育,并指出实施

美育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开展艺术教育活动。应充分发挥艺术的情感教育作用,促进幼儿审美能力的提

高。人类的情感是艺术的来源,而人的情感是由人的身体动作表达出来的,在人的身体动作中包括感

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各种能力。幼儿期是人一生中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对幼儿开

展审美教育,不仅可以促进幼儿的身体运动机能的协调发展,陶冶幼儿的性格和品德,而且还可以通过

身体的感觉、知觉等来体验和表现艺术情感,发展幼儿的注意力、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以达到“寓教于

乐,寓教于美”的效果。本研究将民族民间艺术与幼儿的审美教育相融合作为幼儿民族民间艺术教育课

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湘西民族民间艺术资源优势,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教育活动,在艺术教学

活动中让幼儿体验美、表现美、创造美。
(1)在美术教育活动中感知美,提高审美意识

苗族刺绣的特色是凭借图案的错综搭配、色彩的运用,形成多视角的图案,以达到视觉上的多维效

果,创造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立体性与平面性相统一的视觉效果。在美术欣赏活动中,老师可选取优

秀的苗族刺绣作品与幼儿分享讨论,给幼儿呈现一场视觉的盛宴。第一,从色彩上,学会分清各种基本

颜色(如:红、绿、黄、蓝、黑等),感受相近颜色的差异(如:绿色和蓝色,灰色与褐色等)。湘西苗族刺绣色

彩“一般用红、黑、蓝等染色底,花纹用色异常丰富,以红、绿为主调,配以玫瑰红、黄、黑、白等”[8]。第二,
从苗族刺绣的图案上,辨认不规则几何图形和纹样。不事先取样,利用布的经纬线挑绣,反挑正取,是苗

族刺绣特有的技艺,以形成不规则几何图形和各种综错交织的纹样。湘西苗族刺绣纹样图案有人物纹

样、动物纹样(如:虫鱼鸟兽等)、植物纹样(如:花草树木)、几何纹样、其他纹样。让幼儿从多视角来指

认、识别纹样,教师给予适当引导和启发,并从旁予以语言上的鼓励。第三,从传承历史文化的角度。苗

族刺绣的每一个图案都有其历史来源或民间传说,是民族情感的表达,是民族生活与民族历史的真实展

示。老师给幼儿讲述典型图案的来源和传说,可使幼儿了解更多本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进而爱上苗族

刺绣,从而达到传承历史文化的目的。
(2)在音乐教育活动中体验美,提高审美情趣

湘西民族民间音乐艺术种类繁多、贮藏量大、门类齐全,历经了几千年的积累与沉淀,是湘西各民族

发展的历史文化见证,主要分布在湘西州中部的酉水流域的土家族、苗族乡镇。归纳起来,可将其大致

分为民歌类(山歌、号子、小调等),歌舞类(劳动歌舞、祭祀歌舞等),器乐类(打击乐、吹奏乐),戏曲类(傩
堂戏、阳戏等),曲艺类(三棒鼓、渔鼓等)五大类。其中《小背篓》是一首湘西当地妇孺皆知的民族歌曲,
描绘了湘西地区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场景,歌曲中展现了湘西州风景美、生活美、情感美,具有浓郁的

乡土气息和强烈的土家族民族特点,反映了居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情景。乐曲以第一人称

“我”第一次被妈妈用背篓从吊脚楼背下来的所见所感为线索,使人听起来犹如身临其境。乐曲中当地

特有的民间艺术(小背篓、山歌),民间建筑(吊脚楼、风雨桥),民间小吃(野果子、糍粑耙),民俗风情(赶
场、赛龙舟)等,既包含美丽的自然风光又展现了暖暖的人文场景,就如山间的野果、清清的溪流带给听

者清晰、甜美的听觉感受,让人回味无穷。
通过PPT展示、歌曲欣赏及老师的精彩讲述,让幼儿直观地感受到美的旋律、美的画面以及美的情

感。尊重幼儿的兴趣与爱好,理解他们在欣赏乐曲中的举动和感觉,很多幼儿在音乐声中会不由自主地

翩翩起舞,孩子在欣赏音乐时能够感觉到乐曲中欢快的曲调和浓浓的亲情,有一种很强的情绪体验感,
甚至有幼儿听完乐曲后兴奋地跑过来对老师说:“老师,这首歌里面有妈妈的味道。”从乐曲中他们由他

人的感情迁移到自己的经历,让他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通过听、看、说、表演,使幼儿的审美从感

观的画面美、旋律美,深化到体验和感受歌曲中对妈妈和家乡的情感之美。
(3)在手工活动中创造美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建议幼儿教育工作者与幼儿一起参与绘画、手工操作等,让幼儿在

实际操作中体验美、创造美。将湘西民间艺术资源融入到幼儿的实际操作中来,在实际操作中创造美。
湘西民间美术和民间手工艺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有染织、服饰、雕塑(石头、木头、瓷盘、建筑、用具)、编
织、民间绘画(墙上、纸上、布上)、蜡染、年画、刺绣、剪纸,银饰、傩面具等。

以蜡染手工艺术为例,蜡染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一般用于印染当地民族服饰的布料,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蓝印花布。蜡染主要是蓝白染,图案纹样淳朴典雅、立意简约清晰。所需材料包括白布、
蜡(黄蜡)、蓝靛(取自一种蓝草)、钢刀(半圆、三角形)。工艺制作简单,幼儿易于操作。制作流程包括:
画蜡前白布和蜡的加热处理;点蜡、画蜡,即用蜡勾勒出各种需要的图案;染色,即将画好的蜡片放到蓝

靛染缸里浸泡,并根据需要染成浅蓝或深蓝,然后晾干;最后去蜡。教师可根据自己班上幼儿的年龄特

点和幼儿已有经验,选取其中部分流程让幼儿参与体验或者让幼儿参与大部分制作程序。比如:教师可

选择与中班幼儿一起准备好蓝靛,一起与幼儿收集蓝草或者去市场买蓝草,做好蓝靛提前放入染缸;教
师也可选择让小班幼儿参与染色环节,教师与幼儿一起将提前画好的蜡片放入染缸浸泡,然后一起晾

晒。或者根据动手能力的强弱,选择大班幼儿参与制作蓝靛、画蜡、染色等大部分流程。幼儿通过制作

蓝靛、染色,可以感受到颜色制作的奇妙之处。
此外,可以将蜡染工艺中蓝靛制作迁移成一堂有趣的科学教育活动,如“颜色变变”“如何制作颜色”

等。根据蓝靛的制作原理,教师与幼儿一起收集大自然和生活中的其他叶子和植物,比如紫苏、红菜、杨
梅等,与幼儿一起制作颜色。在与幼儿制作颜色的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向幼儿直观讲述颜色由来的科学

原理。

2.其他教育活动

根据《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要求和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本土资源利用原则,结合湘西民

间艺术的实际情况,选取符合幼儿审美特点和审美经验的民间艺术资源,设定一系列教育活动。通过教

育活动,将民间艺术融入其他各领域的教育活动,培养幼儿审美能力。湘西非物质民间艺术有:民间工

艺(泥塑、剪纸、蜡染、玩具、编结、陶艺、木雕、傩面具等)、民间舞蹈(苗族舞蹈、土家族摆手舞、接龙舞

等)、民间文学(神话、传说、童谣、民谚等)、民间音乐(歌谣、山歌、摆手歌、哭嫁歌、山歌、劳动号子)、民间

乐器(咚咚喹、打溜子、牛角、土号、唢呐、木叶)、民间戏曲(傩戏、阳戏、汉戏、灯戏、踏摆戏、参军戏、三棒

鼓)、民族服饰(苗族服饰、土家族服饰)、民族语言(苗语、土家语等)、民族节日(土家族舍巴日、“四月八”
等)、民间饮食、民间习俗等,除此之外,湘西还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古迹。

根据湘西民间艺术的种类与特征,民间艺术可在多个方面与幼儿园各个领域课程要求相结合:民间

文学中的传说、童谣、图腾、神话通过故事的形式用于语言领域的教育活动;民间工艺中蜡染制作蓝靛原

理可用于科学领域,启发幼儿去探寻颜色的奥秘;民族节日、民族服饰、民间饮食、民间习俗、民族语言等

可用于社会领域;民族舞蹈可用于幼儿健康领域,比如,选取土家族摆手舞用于幼儿律动或者徒手操;民
间工艺、民间音乐、民间器乐、民族舞蹈、民间戏曲、民族服饰等可较广泛地用于艺术领域。各领域教育

活动可根据每一种民族艺术的特色选取适合幼儿审美特征的部分用于教学活动中,并结合幼儿园其他

教育目标,进一步设定主题活动。
(四)结合实际适当组织幼儿参与民俗文化实践活动

积极鼓励幼儿从生活中体验美的乐趣。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有美,让幼儿投身于身边的实际生活场

景,从生活和实践中不断地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论”认为“大自然、大社会

是我们活的教材”,幼儿审美教育应回归生活与自然,到实际生活中去直接学习,获取直接的生活经验。
组织幼儿参与当地民俗节日、参观当地博物馆、参观当地手工坊、走向乡间民俗生活、寻访社区民间

老艺术家和艺术传承人,从生活中发现美,从生活的最深处挖掘民族民间艺术之美。幼儿走出幼儿园参

与到实际的民俗文化的过程中,能更全身心地被民间民俗艺术之美所感染。特别是寻访民间老艺术家,
幼儿还可以倾听民间艺术家和艺术传承人讲述民间艺术蕴含的民间故事,并且从他们身上感受和领悟

民间艺术的精神品质以及内在精髓。



四、结 论

湘西民间艺术在幼儿审美教育中的运用与融合,不仅符合教育本土化的新课程观,而且是幼儿审美

教育发展的主体需要和现实需要。湘西民间艺术形式灵活多样、色彩丰富、形象生动,兼具美育功能与

德育功能。首先,无论是苗族刺绣、蜡染、傩面具还是民族歌曲都可以提升幼儿对美的感知能力,从艺术

作品千变万化的美的形态、结构和色彩的鉴赏、识别,到探寻、操作,并聆听、发现其蕴含的历史故事或民

间传说,使幼儿感受并领悟民间艺术的精神品质,提高幼儿对美的认知能力和鉴赏能力;其次,通过艺术

创作表达幼儿自身的情感,幼儿的审美能力从感受美、鉴赏美,逐步提升到体验美、表现美并创造美,从
最初的对民间艺术品客观形态的描述和认识到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等诸方面审美心理结构的提高和

协调,幼儿在接受、理解、评价和创造生活中对艺术中的美好、崇高事物方面的审美能力逐步提高;最后,
民间艺术中包含了丰富的民俗内涵,如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中蕴含的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等优秀传统,可
以提高幼儿的德道水平。

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的基石,是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的积淀。湘西民间艺术在

幼儿园审美教育中的实践与利用,向幼儿介绍贴近幼儿生活的经验和符合幼儿年龄特征的民间艺术,使其

感知本土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尊重理解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力。
学前儿童作为祖国未来的希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将审美能力的教育与民族意识相结合,有

助于提高幼儿的审美鉴赏力,有助于用美的规律和美的理想去发现世界、改变世界,形成文明的、健康

的、科学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有助于幼儿理解、尊重并热爱本民族文化,增强其民族自尊心、民族自

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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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acticeresearchofXiangxifolkartininfantaestheticeducation

TANGChunLi1,XULi2
(1.Facultyofeducation,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541006;
2.NanjingNormalUniversityofspecialeducation ,Nanjing210038)

Abstract:Aestheticabilitybothpiaysanextremelyimportantroleinthedevelopmentofperfectchar-
acter,andisanimportantpartofhealthypersonality.Earlyaestheticabilityaffectstheearlydevelop-
mentandformationofchildren'scharacter,Thesensitiveperiodofcultivatingchildren'saestheticabil-
ityisthestageofpreschooleducation.Xiangxiisrichinfolkaestheticresources,butitsapplicationin
children'saestheticeducationisstillinadequate.ConsideringthelocalcharacteristicsofXiangxi,theu-
niqueformoffolkart,theactualsituationofchildrenandteachers,researchersselectthefolkart
suchaspapercutting,Miaoembroidery,folksongs,batikandsoonasthecarrier,andbythemeans
ofchildren'sdailyliferoutine,environmentcreation,arteducationactivities,socialpracticeactivities
andotherways,tograduallyopenthechildren'sbeautysoul,toimprovethebeautyconsciousnessand
thebeautyability.
Keywords:xiangxi;folkart;preschoolchildren;aesthetic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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