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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how preschool teachers integrate picture books into teaching of fine art

appreci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has been adopted in the study. Subjects were public preschool teachers in Taichung C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irstly, preschool teachers think that teachers should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picture book contents and

understand design of illustration and they also think picture books are greatly helpful for enhancement of children’s aesthetic

standard as well as teaching of fine art appreciation. Second, the intonation of story–telling switched between different plots and

roles in picture books encourages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discussion, which is beneficial to picture book teaching. Besides, picture

books chosen by teachers should be suitable for curriculum and connected closely to children’s life experiences.

Simultaneously,teachers can have children work on making booklets, fine art creation activities,group discussion, role play and work

share, all of which are of great help for picture book teaching. Last, picture book teaching help children develop appropriate learning

attitude, high aesthetic standard, and an ability to apply media tools to fine art creation. However, lack of common consensus and

understanding from parents,lack of related educational curriculum from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lack of ar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from teachers are the three biggest challenges. Preschool teachers with diverse variables of background, teaching context,

and reading habit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tegrating picture books into teaching of fine art appreciation. A few concrete

suggestions are made according the survey results.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related institutes: 1) More art appreciation-related

programs should be provided. 2) Application of picture books should be included as a required course by preschool education related

departments. 3) More related teachers’ workshops or conferences should be held. 4) Annual budget for picture-vbooks should be

arranged. Suggestions for preschool teachers: 1)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awareness and motivation to continue further learning and

look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2) Good reading habits enrich teaching.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ers: 1) Comparison of

rural-urban disparity for different counties and cities can be done. 2) On-site survey and colleagues peer assessment method should

be included for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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