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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民俗音乐教学研究 
孙若水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四川绵阳 621000） 

摘要：学前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开端，音乐课程、艺术课程关系到幼儿的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长期发展。本文旨在遵循
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探索民俗音乐在学前教育音乐课程中可行的教学思路，进一步丰富学前教育音乐课程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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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音乐是以民俗为载体的，与民众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各类音

乐活动。民俗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实体的存在，民间文化自然而然的
渗透在其中。因其立体的指征对学前教育音乐课程可带来明显助
力，从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来看，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民俗音乐在学前教育音乐课程中的重要意义 
1、民俗音乐所含综合文化价值不可忽视 
民俗音乐是基于民众生产和生活发展起来的音乐类型。从民俗

音乐自身来考察，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物质性。意
为民俗音乐中体现的与民众物质生产相关联的部分，如各类型的劳
动歌。第二，社会性。民俗音乐与民俗生活息息相关，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会产生不同的民俗习惯进而影响音乐发展。第三，精神性。
不同的民族、地域的民俗音乐蕴涵着当地的信仰礼仪和社会道德观
念。 

因此，民俗音乐所探讨的不仅是民俗，或音乐，更是在此基础
上对区域性的、时代性的特点的各类文化、道德、民族、生活的理
解和感受。对于增加学前教育阶段的音乐课程厚度而言是不可多得
的文化养分。充分利用民俗音乐的特征可显著增益幼儿对民族文化
的进一步了解和喜爱，增强文化自信。 

2、民俗音乐的教育价值 
民俗音乐参与到学前教育音乐课程中会带来给幼儿创造性的

影响。民俗音乐源于各地、各民族，内涵丰富多彩，包含的艺术形
式多样，有着歌舞、歌、打击乐等多种形式，这些民俗音乐以不同
的声音、风格并含色彩来刺激幼儿的多种感官，学习民俗音乐将调
动幼儿身体各感官的参与，有利于幼儿的协调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发
展。 

民俗音乐往往是蕴含着当地民俗习惯，是当地群众基于实际的
极具想象的创造，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和审美价值。幼儿时期是想象
力十分活跃的时期，民俗音乐为幼儿提供了有效的思维材料，利用
音乐教育教学活动可以充分发挥民俗音乐的教育价值，满足幼儿的
丰富多彩的想象力。合理运用民俗音乐文化中有益的部分可促进幼
儿的社会情感发展，认知能力、审美能力的进一步形成。 

二、学前教育民俗音乐教学现存的问题 
民俗音乐进入学前教育音乐课堂可使幼儿感受到来自民族的、

历史的文化和情感。但如何在学前教育中展开有效教学仍存在一些
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1.民俗音乐与学前教育的交融问题。 
以音乐为载体来作为一种文化的书写是一种较为常见方式。民

俗音乐记述着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对于民俗音乐的学习
需要了解各地民间传承与传统文化音乐的整体结构。从多学科性的
背景来讨论，民俗学、文化学、社会学、音乐学是具有同源性的学
科，在学习民俗音乐的时候，应把握诸学科由于同源性所呈现的关
联以及差异，并综合的学习探究。不应过度片面的考虑民俗学与音
乐学，抑或是进行狭义民俗音乐学习。 

在学前教育阶段的音乐课程中，需考虑幼儿意识发展与审美需
求，有条理的穿插民俗音乐有益的部分，并进行大线条化的讲述，
才能汲取其中优秀的民间传承和传统文化，拓展其音乐审美能力。
把握音乐学到民俗学，并将各类文化要素穿插于音乐课程之中，对
于学前教育阶段的教师与学生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2.民俗音乐内容与幼儿审美需求的冲突。 
我国的民俗音乐是基于各族人民的长期生产生活发展而来，其

中 55 个少数民族中有 52 个民族都拥有本民族的语言，民俗音乐与
各民族音乐之间联系紧密，民俗音乐也是民族音乐的重要研究内
容。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习方式与生活模式的快速迭代，具有民族

性的民俗音乐时代定格与学前教育阶段幼儿所接受的其他音乐形
式会发生交融、碰撞。 

从可接受程度来考虑，如果过度保持民俗音乐的绝对纯正性，
恐难以激发学前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学前教育音乐课程
中保持相对的统一，并结合该阶段幼儿的具体情况进行展开才能进
行有效灌溉。 

三、学前教育民俗音乐教学策略 
1、科学调适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课程的价值定位，决定了课程的整体走向和发展。

民俗音乐进入学前教育音乐课程时，尽量避免过于狭义的讲解民俗
音乐本体，将教学目标瞄准于通过学习民俗音乐提高幼儿多元的音
乐鉴赏能力，增强民族精神、建设文化自信。 

在课程目标设计中，应考虑不同实际的幼儿学习状态以及对浓
墨重彩的专业性、音乐性的讲解吸收能力。除讲解民俗音乐的知识、
技能，更应侧重其文化背景，不刻意回避民俗音乐中，特有的“俗”
的部分，将幼儿带入情境之中体会浓郁的民俗特色，了解民俗音乐、
中国音乐文化，增加幼儿对各类、各地音乐的接受能力，拓展对音
乐的认知范围。克服单纯的教授性，从重知识、技能转变为重情感、
态度、价值观。 

2、把握教学内容选择。 
学前教育民俗音乐的课程内容作为课程目标的主要载体，是实

现教学目标的重要手段。选择不同的民俗音乐主体作为课程资源开
发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可持续挖掘是教学内容选择的关键。 

民俗音乐教学需要侧重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考量，
因其社会性的特征，不可避免存在不够“雅”的一面。在课程中内
容选择上，教师还应充当把关人的角色，根据教学目标的设定，厘
清民俗文化中较为适合该年龄段学习的有益部分，选择民俗音乐文
化中较为经典、特色的部分进入课堂。 

3、丰富教学内涵与形式。 
学前教育的民俗音乐教学可体现在幼儿教学活动（常规的幼儿

音乐课程主要包含唱歌、韵律活动、欣赏、打击乐器演奏、音乐游
戏等形式）、幼儿游戏活动、幼儿生活活动、幼儿环境创设、民俗
文化融入生活环境等多方面。民俗文化是民俗音乐的土壤，如仅开
展常规的课堂教学，容易导致幼儿只感受到音乐表象，忽视民俗音
乐文化内涵，缺乏亲身体验与生活实践相脱离，难以达到传承传统
文化的目的。 

为调动幼儿主动参与进入课程，需做到输入与输出双向结合。
可采取课堂教学辅之以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来进行调整。以体验民
俗生活、开展民俗活动、民俗节等方式让幼儿身处于浓郁的民俗文
化氛围之中。采取幼儿喜闻乐见的多结构教学形式进入幼儿的视
野，可使幼儿生活、学习的情境更加多元。 

民俗音乐作为人类记述生活感受的方式之一，与民俗活动紧密
相关。采用科学的教学策略将民俗音乐中有益的、富有趣味性的部
分引入幼儿音乐课堂，有利于幼儿人文素养发展，充分体现民俗音
乐走进学前音乐教育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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