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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审美教育是连接现实与未来的一种方式，是塑造幼儿自身，美化人格的重要途经。当前我国幼儿审

美教育现状还存在受重视程度不高、发展不完善、存在“成人化”倾向，其主要现实困境在于教师教学

水平不高、活动环境布置不完善、审美教育形式单一、受家长，教师影响导致“成人化”。针对幼儿审

美教育存在的现状及问题，提出教师要在教育过程中渗透美，注重幼儿审美感受；在生活环境中创设美，

丰富幼儿审美体验；采用多种形式的教育方式提高幼儿的审美；最后家长和教师要给幼儿审美自由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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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children is a way to connect reality and future,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shape children themselves and beautify their personality. At present, the status quo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still has a low degree of attention, imperfect development, and a tenden-
cy of “adult”. Its main practical difficulties lie in the low teaching level of teachers, imperfect ar-
rangement of activity environment, single for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par-
ents and teachers leading to “adult”. In view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in the educa-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51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512
https://www.hanspub.org/


张敏 
 

 

DOI: 10.12677/ae.2023.13121512 9775 教育进展 
 

tion of children’s aesthetic examin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eachers should infiltrate beauty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children’s aesthetic feelings; Create beauty in the living 
environment, enrich children’s aesthetic experience; Adopting various forms of education to im-
prove children’s aesthetic appreciation; Finally, parents and teachers should give children the 
strategies of aesthetic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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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到 2022 年要全面实行美育中考，

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全覆盖、多样化、高质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学校美育体系(包括幼儿园)。根据

该《意见》幼儿园在美育中应做到树立学科融合理念：强化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的统筹观；完善课

程设置：学前教育阶段开展适合幼儿身心特点的艺术游戏活动；科学定位课程目标：构建中大小幼相衔

接的美育课程体系。《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教师要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中美好的人、

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和审美情感，激发他们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1]。幼儿审美教育的开展让幼儿

深刻懂得事物的美，以及美在哪里。幼儿在大自然的洗礼下逐渐的发展自己的触觉、嗅觉、听觉等能力；

幼儿在童话故事的世界里遨游、丰富、发展自己的想象力，让自己的思维无限扩展；幼儿在艺术活动，

科学活动中通过动手和用心感受，去丰富、去发展自己的创造力等。可见幼儿审美教育对幼儿的身心发

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学者们对美育的关注也日益增多，对人类核心素质的培育也将从不

同的学科层面延伸到审美教育的各个层面。因而，美学教育越来越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的关注，占

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幼儿园教育中，审美教育还很薄弱，甚至被忽视，是五大领域中的一大短板，而

且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种“以技入道”的艺术教育观念，这也是当前我国艺术教育所存在的一个现实

问题。目前，“学而优则仕”仍是一种主流的教育观，也使美育被边缘化。相比中小学各阶段对审美

教育的研究，幼儿园审美教育的研究较少。幼儿心智尚未成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楼昔勇结合幼儿

身心发展特点对幼儿美育概念进行了界定——幼儿美育就是借助现实生活和艺术领域中生动、丰富的

美来滋润幼儿的心灵，提高审美能力，进而促进其全面发展[2]。严碧芳对陈鹤琴美育思想中的幼儿美

育价值、原则、方法进行了概述，并提出转变观念、加强教师自身学习的现实指导策略[3]。石然等阐

述了恽代英儿童美育思想理论基础、基本观点，提出尊重儿童、培育人格、构建中国特色美育理论体

系[4]。然而，幼儿审美教育的研究还应该深入实践，从教育的源头、从生活的环境、从教学的多种形

式上找到切入点。事实上，在日常的生活中到处都有可以让孩子们欣赏的东西，幼儿的美育是一种与

幼儿美术活动同样的动态过程。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幼儿审美教育的现状，针对当前幼儿审美教育的

现实困境提出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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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幼儿审美教育的现状分析 

3.1. 幼儿审美教育受重视程度不高 

从家庭层面的审美教育来说，在家庭教育活动中，技能与知识的学习一直居于重要地位的，而情感

方面往往容易被忽略。很多家长并不懂得审美教育，也很少愿意在家庭当中进行审美教育，同时，他们

也很少主动去探究幼儿的审美教育，更不用说让家长主动的对幼儿进行审美教育。当然，有部分家长也

愿意给幼儿开展审美活动，但是他们总会力不从心，不懂得如何开展，有时还会将自己的审美观点强加

于幼儿，久而久之这种审美就会影响到幼儿的审美，使幼儿的审美逐渐“畸形化”。这是导致幼儿审美

教育受重视程度不高的原因之一。 
从幼儿园层面的审美教育来说，在实际生活中，教师对幼儿审美教育的认识有很大的偏差，经常会

将审美教育与艺术教育等同，这是其实是一种很狭窄，片面的理解。在幼儿园中，部分幼儿教师缺乏最

基本的审美素质，幼儿教师在幼儿园进行审美教育时，他们只是机械地将知识与技巧传授给幼儿，灌输

式的教育，注重最终的结果而忽视了重要的过程。中国儿童在计算方面位居榜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在于我们国家的体制并没有更多鼓励幼儿想象力的发挥，而是更加重视成绩。有些幼儿园为了让幼儿更

有文化和知识，就对幼儿进行知识的灌输忽视了幼儿的审美，这也是导致幼儿审美教育受重视程度不高

的原因之一。 

3.2. 幼儿审美教育发展不完善 

目前，很多幼儿园的美学教育都是以音乐、美术为主，而戏剧、话剧等艺术形式相对单一，课程不

够完善，不够体系化，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出现，造成幼儿审美教育发展还不够完善。其实审美教育比

艺术教育的范围更广，因为美育无处不在，除去艺术美之外，审美教育还存在于自然美、社会美当中。

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关的艺术审美经验，就只能停留在艺术殿堂的门口“看热闹”，不能上升到相应的情

感体验，这样，艺术教育就难以达到它应有的审美教育目的[5]。对于幼儿来说歌曲取代不了幼儿在野外

采果子的乐趣；一个精彩的故事取代不了儿童自己亲身表演的话剧。如果教师仅仅只是把审美教育与艺

术教育等同起来，那就缩短了幼儿审美教育的范围，最终会导致幼儿审美教育单一、缺乏创新。 

3.3. 幼儿审美教育存在“成人化”倾向 

传统幼儿审美教育是在“后喻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即幼儿对美的意识、反应和认知是成人主导的

[6]。现代幼儿审美教育由于国家一直倡导教育者重视幼儿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大多数的

教师为了迎合这一新课标，他们将自己“成人化”的思想灌输给孩子，从而导致了幼儿审美教育“成人

化”倾向。幼儿美术教育方面存在着更为明显的“成人化”倾向，无论是家长还是幼儿教师，想让幼儿

按照他们的意愿去绘画，绘画符合成人的思维要求，这就容易导致幼儿束缚自己的思想，想象力和创造

力得不到提高。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教育是同我们的生命一起开始的。”幼儿的美育是无法“教”

的，必须“浸润”的，必须长时间地“育”，并在一个具有包容性、开放性、色彩斑斓的活动环境和艺

术过程中进行长时间的潜移默化的熏陶。 

4. 当前幼儿审美教育的现实困境 

4.1. 教师的教学水平不高，忽略幼儿的审美感受力 

4.1.1. 审美教育中以教师为主体 
在幼儿园审美教育中普遍存在以教师为主体，而忽略幼儿的主体地位及幼儿个体的审美能力，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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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教育不能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从而容易造成幼儿对于审美活动的参与程度降低，感受不到审

美教育的美，美在哪里。幼儿园在开展审美教育活动时更多的教师担任的是权威者和指导者的身份。教师

在平时的教学过程当中，他们认为这些知识适用于幼儿学习，但其实有些知识过于深奥难以理解，就会使

幼儿对这些丧失兴趣，长时间幼儿就会远离这些审美活动。教师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幼儿，

忽略了幼儿的审美感受力、忽略了幼儿的主体经验，这就导致了儿童的审美能力不能充分发挥。 

4.1.2. 审美教育中偏重技能，技法训练 
重视技能就是让幼儿有高强度的训练，以书本知识为主，最终达到教师想要的效果。对于那些专注

力不强的幼儿来说很容易让他们产生厌倦，对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在美术教学

活动中，部分教师在教幼儿绘画某一人物或是某一风景时，他们会让幼儿花费更多的时间学习绘画技能、

技法，让幼儿按照他们的标准去绘画。用丰子恺先生的理论，小孩子是天生的艺术家，有敏感、丰富、

真挚的感情。当今幼儿艺术教育的重点突出在外在的表现上，技能、技法的训练上。然而幼儿审美的感

知更应该从日常生活中、自然环境中汲取，是一个需要耐心，缓慢的过程。 

4.2. 活动环境布置不完善 

温馨、干净、和谐、自由的学习环境对幼儿的审美教育有重要的影响，并且活动环境是幼儿审美教

育的前提条件。活动环境布置不够完善的现状大部分是农村幼儿园，一方面农村幼儿园受到资金的限制，

进行审美活动的场所相对于城市幼儿园来说选择较少，不利于幼儿进行各种各样的审美活动，难以拓宽

幼儿的审美视野；另一方面农村幼儿园的美育资源的建设以及投入还不够完善。在进行审美教育时，由

于美育资源不够丰富多样，就很难调动幼儿的审美兴趣。在城市中的大部分幼儿园受到环境，地理位置

的限制，并不能让幼儿亲身体验和领略大自然的美好环境，幼儿园建筑物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园内的色

彩搭配并没有很好的遵循幼儿审美教育的原则。 

4.3. 幼儿审美教育形式相对单调 

在幼儿审美教育中，传统的幼儿园审美教育形式相对单调。教师在进行一堂美术活动时，采用的更

多的是让幼儿去临摹，去绘画，并没有给幼儿更多的时间去欣赏，去观察，而是单纯的为了完成任务而

去完成。在进行手工课时，课堂上并没有采用故事或者游戏的方式，而是采取单一的形式，教师在台上

示范，幼儿在下面机械的学。人类用艺术的哲学方式对世界进行认知，再以人类特有的审美情感形式对

这个世界进行深度的把握[7]。审美教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多样化的审美教育则是贯穿幼儿成长始

终。因此，在幼儿园实施审美教育时，仅仅只是利用单一的教育形式来提高和培养幼儿的审美往往是得

不到预期的结果。 

4.4. 成人往往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幼儿，导致审美教育“成人化” 

4.4.1. 受家长影响导致审美教育“成人化” 
家长的审美深深地影响着幼儿的审美，受到家长的一些影响，幼儿的穿衣打扮、动作、语言都普遍

具有“成人化”倾向。这种“成人化”的倾向并不会给幼儿带来更多的益处，反而这种现象会深深地影

响幼儿原本的纯真。幼儿的年龄相对较小，并没有对时尚有刻意的追求，因此家长给幼儿买什么样的衣

服，幼儿就会穿什么的衣服，他们这个年龄并没有自己独特的穿衣风格。有些家长为了迎合大众的需求

追求时尚，就会不由自主的将自己的审美带入到幼儿的审美，最终导致幼儿审美“成人化”。 

4.4.2. 受教师影响导致审美教育“成人化” 
一方面，幼儿美术教育“成人化”现象尤为突出，美术课上幼儿所要学习的绘画内容一般都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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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预设好的，并没有与幼儿进行沟通交流。教师在教幼儿进行美术绘画时主要采用的授课方式主要是

以填充和灌输为主，教授幼儿绘画的方式单调没有童趣，课后主要是以教师讲评为主，幼儿为辅。成人

的美是建立在多种分析，探究的基础上，这种美比较理性化，缺乏幼儿的坦率和开放[8]。另一方面，由

于孩子们的成长，他们的阅读水平不断提高，他们能够感觉到他们在阅读过程中的情绪变化，但是由于

教师在幼儿阅读时干预过多，指导过于成人化，忽略了幼儿这一时期阅读的特征，最终就不会得到预期

的结果。 

5. 优化幼儿审美教育的策略分析 

5.1. 在教育过程中渗透美，注重幼儿审美感受 

5.1.1. 准确对待师生在审美教育中的角色 
幼儿教师与幼儿是幼儿园美育中的两大角色，幼儿教师的素质与其自身的审美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幼儿园中，教师理应要正确处理好审美教育中的角色问题。在对幼儿教育的过程中，以幼儿为主体，

只有充分尊重幼儿，给幼儿足够的自由，才会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教师要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渗透美，

教师要做幼儿的引导者而不是所谓的强迫者和妥协者。对于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美，教师要学会聆听，学

会包容幼儿多种形式的审美，要鼓励幼儿大胆的想象，激发他们的创新能力。教师在进行审美活动时有

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幼儿都有自己的性格特征，认知差异，作为教育者应该去理解

并尊重幼儿的差异，并对这些差异进行研究。 

5.1.2. 提高教师自身的审美素养 
在历史的进程中，教师是重要的课程资源。面对新一轮学前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作为教师，必须

要更新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转变角色，明确目标，优化课堂教学环节，与时俱进。教师要根据教学内

容，创造各种不同的教育情景，使幼儿获得更丰富的审美体验。美与德相互勾连于“情”，美感经验的

生成离不开情感的作用，情感又是道德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9]。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时中除了进行

美育之外还要加强德育，使得幼儿不仅得到美的享受、美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使得幼儿情操得到陶冶，

人格得以完美。作为幼儿教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研究教育规律和教育艺术，主动关爱

学生，多了解一些关于美学的素材，丰富自己的美学知识体系。 

5.1.3. 转变教学方法、注重幼儿审美感受 
一方面，从幼儿美术教育中，作为教师绝不仅仅只是让幼儿学习绘画技能、技法，而最注重的应该

是让幼儿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充分表达对这幅作品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从幼儿音乐教育中，

作为教师绝不仅仅只是让幼儿学习节奏、音高和旋律，而最注重的是让幼儿通过对音乐的欣赏去感受作

品当中所要表达的情感。在幼儿园音乐教学中，教师有义务把音乐美充分地展示给孩子们，使他们能够

在一定的环境中去欣赏和体验音乐，感受到它的美妙。此外，幼儿园中开展的一些戏剧、故事、表演等

活动，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幼儿的审美情趣，培养他们的审美感受为主。对于幼儿的作品，要站

在幼儿的角度去欣赏，让幼儿表达自己的感受，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幼儿的审美。 

5.2. 在生活环境中创设美，丰富幼儿审美体验 

5.2.1. 重视家庭环境美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教的优良传统，在一个家庭里，家人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趣味往往会对孩子

的审美产生耳濡目染的影响，说明了家庭环境对幼儿的重要性。家庭环境美包含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从小到椅子、桌子的颜色、大到房子的外形结构以及装修的风格都在影响着幼儿的审美。一个每天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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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扫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家庭就会给幼儿带来整洁美的体验；父母之间关系和谐、互帮互助、将心

比心就会给幼儿带来和谐美的体验。因此，父母要为孩子创造一个温暖、融洽的家庭环境，让幼儿去发

现美、感知美、欣赏美。 

5.2.2. 重视幼儿园环境美 
幼儿园建筑作为幼儿园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有一定的功用价值，还要具有其艺术审美价值。

幼儿园建筑的美学价值不可小觑，它既能作为一个“外在名片”宣传本幼儿园的特色，又能为孩子们营

造一个优越的学习氛围。与此同时，它还可以成为实施美育的良好场所。将美的体验融入到幼儿的日常

生活，美不只是幼儿园的建筑，还应该关注到幼儿园的每一个角落。通过精心设计的幼儿园的外在美，

为儿童的生活增添色彩和趣味，从而在无形中提高儿童的审美感知力和鉴赏力，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幼

儿园的每幅画、每棵树、每件设施，乃至每个空间设计都能够给幼儿带来美的享受[10]。创造出可以进行

审美教育的场所，为孩子们提供与之相适应的配套设施，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自主学习的环境和平

台，从而激发孩子们的审美兴趣。 

5.2.3. 重视社会环境美 
社会环境美育是通过社会环境美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审美教育。加强社会环境美育必须加强思想文化

建设，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以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质，优化社会风尚。社会美育的现状会对幼儿园审

美教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陈鹤琴曾有言：“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

材”。教师要引导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积累多种情绪情感体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

“幼儿的社会性主要是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通过观察和模仿潜移默化地发展起来的”[11]。扶爷爷奶奶过

马路，在公交车上为爷爷奶奶让座，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美，正是有了社会环境美才会让幼儿的心灵更

美。 

5.3. 采用多种形式的教育方式提高幼儿的审美 

5.3.1. 从欣赏艺术作品中提高幼儿的审美 
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幼儿阶段思维活动具有相对具体性，其直观性学习的特性决定了幼

儿需要通过事物的直接刺激丰富其对外部世界的感知[12]。欣赏艺术作品是提高幼儿审美的最直观的教育

方式之一。作为教师应当为幼儿挑选出有他们鲜明的审美情趣、易于被幼儿理解的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

品。其中在幼儿美术活动中，教师可以让幼儿去欣赏一些贴近幼儿日常生活，同时幼儿又能很快理解的

作品。在让幼儿欣赏作品时，教师可以在旁边简单的为幼儿介绍这幅画的来源、背景、题材以及这幅画

想要传达的情感。尽管教师的讲解对于幼儿来说还无法理解，但是幼儿通过老师的讲解以及自己的观赏

能够大概的去感受作品，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受到了美的熏陶，同时让幼儿之间互相欣赏对方的作品，

体验审美的乐趣。 

5.3.2. 从角色游戏活动中提高幼儿的审美 
在幼儿园中教师可以让幼儿通过角色游戏活动，利用情景化的角色扮演提高幼儿的审美。角色扮演

属于幼儿表达自我的一种独特行为，它是儿童在内在动机激励下，以已有经验为基础进行的虚假性的游

戏活动。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例如：《雪人和小兔子》的故事，老师可以让孩子们自由地选择他们喜欢

的角色，幼儿通过角色扮演能够体会到小兔子的情感变化，能够学习到雪人机智，乐于救人的善良品质，

使儿童有一种置身于文学作品中的美的感受。当情感需要被满足时，又激发了新需求，意味着为新的审

美表现提供内驱力，从而达成幼儿美育的任务之一，即形成幼儿审美情趣[13]。教师选择的文学作品要充

满正能量，因为幼儿在扮演角色时会受到人物性格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人物的形象教师要一分为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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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避免过于片面化，教导幼儿学习其优秀品质，提高幼儿的审美。 

5.3.3. 从多媒体教育当中提高幼儿的审美 
现在多媒体技术有动静结合、声、形、色、高度智能化等特点，可以把教学过程中的各种资源进行

整合，可以遵循幼儿的审美特点去创设符合幼儿审美的情景，同时为幼儿提供多种感官的刺激，使得以

前教育中一些难以展现给幼儿的内容，生动有趣的呈现给幼儿，最终幼儿能够更好地获得审美感受和欣

赏能力，激发他们的审美情趣。提高幼儿审美教育形式有多种，其中在观看视频中提高幼儿的审美是一

种有效的教育途径，因为幼儿更愿意向他们的同龄人学习，这也能培养儿童的同理心。让幼儿学习一些

符合社会公德的行为，教师可以让幼儿观看关于乐于助人、团结有爱的视频，培养幼儿美好向上的善良

品质，让他们感受到人心美、社会美。 

5.4. 家长、教师要给幼儿审美的自由 

5.4.1. 家长要给幼儿审美的自由 
家长的审美观对幼儿的影响意义重大，在日常生活中，家长要留意身边美好的事物，让幼儿去感受、

去欣赏。家长和幼儿一起走在马路边，可以让幼儿去自由的欣赏沿途的花草树木，让幼儿说出自己喜欢

的植物的颜色、形状以及高矮；与孩子一起去参观博物馆以及其他的旅游景点时，要用浅显的语言向儿

童解释，同时要给孩子审美的自由，让他们自己去探寻事物的美好。家长在给幼儿选购其服装时，切不

可只是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去挑选自己感觉幼儿会喜欢的，忽视儿童的审美情趣，同时也不能将自己

的审美观强加到幼儿身上，幼儿有自己的审美自由，有其自主性。作为家长，既要尊重幼儿的选择给幼

儿审美自由，又要对幼儿的衣着加以引导，提高幼儿的审美。 

5.4.2. 教师要给幼儿审美的自由 
在对儿童进行美育时，要不断地引导儿童对美的追求，让儿童对生活充满热情、乐观、自信。在培

养孩子鉴赏美和表现美的时候，要注意引导孩子用眼睛去仔细的观察，用耳朵去聆听，让孩子通过动手、

动脑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在绘画的过程当中，教师在指导的同时要给幼儿足够的自由，让他们跟随自己

的内心去绘画出自己想要的作品，让幼儿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讲解，给幼儿审美的自由，同时也要注意抓

住幼儿的“可教时刻”。在活动区，幼儿可以随意选择他们扮演人物的服饰、道具和头饰。幼儿从自己

喜欢的角色中体会人物的形象、性格，从而给幼儿带来美感。在做手工作业时，要懂得包容孩子的兴趣，

尊重孩子的审美情趣，让孩子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让幼儿自由的创作，使他们获得某种美学上的快感。 

6. 结论 

学前审美教育不仅对个人有重要的作用，它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提升与进步。美的事物就在我们身

边，渗透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早期儿童的审美启蒙也是人类的初始阶段，美育能够促进人的审美能

力的发展，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运用美的方法去理解这个世界。幼儿有了审美能力，那么他们的共情能力

就会得到提高，他们就会乐于去帮助别人。当前幼儿审美教育尚存在许多的问题亟需我们去解决，作为

教师要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作为家长要给幼儿审美的自由、社会要营造美的环境。总之，幼儿审美教

育的开展展现在方方面面，在日常生活中、在教学活动中、在欣赏艺术作品中都能渗透着各种各样美的

事物，教育最终要让幼儿在美的滋养下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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